
“稻花湾”里稻花香
朱泾镇用“一粒稻米”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村乡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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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森杉林，悠悠绿水，青西郊野公园的池

杉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前来打卡赏景。

上海青西郊野公园里 60多亩的水上森
林为上海独有，由于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水

上森林水林相间，环境独特，适宜池杉生长，
湿地景观奇特。

每年这个时候，青西郊野公园“醉美”池杉

都是热门打卡地。“水上森林进入变色期，逐渐
从黄色到橙色再到深红色。”青西郊野公园工作

人员顾雨霏介绍，目前杉树叶已经变色，树顶、树
干还未完全显红，再有一次降温就会进入最佳

观赏期，预计为 11月下旬至 12月上旬。

杨欢 李双玖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嘉俊 记者 屠瑜）

“大家好，我是《玉篇》体验馆导游小玉。我将
带领大家了解顾野王、《玉篇》和亭林，将呈

现给您：一个人、一本书和一个小镇的历史
文化故事……”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海外

文化研究中心王平教授团队与金山区亭林
镇政府联手打造的亭林镇《玉篇》体验馆正

式开放，导游小玉为第一批游客讲解《玉篇》

传播的脉络，体验《玉篇》长存的魅力。
顾野王是南北朝梁陈间著名文字训诂

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金山亭林是上
海最早的顾姓所在地，顾野王因其先祖顾雍

而来亭林定居。他的《玉篇》是中国第一部楷
书字典，首创以“玉”代“字”，将中国源远流

长的玉文化纳入汉字文化中。大约唐末宋
初，顾野王所编《玉篇》失传。后来唐代“孙强

本”《玉篇》与宋代《宋本玉篇》各有增减，真
迹难寻。清代光绪年间在日本发现的唐代抄

本《玉篇》残卷，是目前所见到的顾野王《玉
篇》最早的本子。

《玉篇》体验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日韩

珍稀古本《玉篇》展区，二是《玉篇》体验区。
走进《玉篇》体验馆，映入眼帘的一排展柜中

陈列有唐代抄本《玉篇》第二十七卷残卷的
1883年影印本、韩国朝鲜时代《全韵玉篇》

1819年刻本等。
展馆东侧是《玉篇》“魔墙”。“魔墙”分

为《玉篇》百科和《玉篇》部首两部分，其中

《玉篇》部首“魔墙”显示了日韩越等国通用
的 208个部首，如果你想选择自己想看的

部首，只要轻轻点击“魔墙”就能显示包括
读音、《玉篇》释义、部首今义、部首组字等

在内的诸多内容。《玉篇》百科“魔墙”则将
《玉篇》中 45个知识点和上千个汉字呈现

出来，点击即可了解《玉篇》包罗万象的百科
知识。

《玉篇》是联系东亚文明的文化纽带，
《玉篇》文化是江南文化之源、东亚文明之

根。基于此，亭林镇政府将联手上海交通大
学、顾野王研究院打造收藏《玉篇》文献的

专业藏书馆，进而成立《玉篇》研究中心，建
设“玉篇文化博物馆”，充分展现亭林非物

质文化遗产价值，绽放亭林崭新的文化生

命力。

观景台 水上森林披“红装”

新事郊区

展示珍稀古本 感受同根汉字

金山亭林《玉篇》体验馆开放

    眼下，正值水稻收获季。近日，记者走访

沪郊朱泾镇新泾村，1000亩标准化农田在鸣
锣击鼓中开镰，4台大型收割机并驾齐驱驶入

农田，收割、脱粒、装袋、进仓……扑面而来的
稻米香气，诉说着丰收喜悦。承载着众多农户

们的期盼，清白透亮、米香浓郁的“稻花湾”品
牌大米首次正式亮相。“以稻花筑湾”等多重

寓意中，也昭示着一条立足新泾特色的乡村

振兴路正由此徐徐铺展。

塑湾 品牌创建
新泾村农用地占总用地的 78.95%。良好

的耕地质量为打造绿色生态大米品牌提供了

优越的产地条件。但是，农民种粮收益低、稻
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问题严重制约着

粮食产业发展。
本地优质大米打不开市场，上海老百姓

吃不上本地米……品牌创建，迫在眉睫。按照

“打造一个品牌、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农

民”的思路，近年来，朱泾镇聚力统筹推进农
业品牌创建工作。去年初，以“打响上海本土

大米品牌”为牵引，新泾村委携手村域内龙头
企业开始了对“稻产业链”的延伸研究。

没有拳头品牌，何谈产业链延伸？探索初
期，一个症结问题即被抛了出来。缺什么，就

要补什么。在镇村企的积极牵线下，市农科院
派专家入驻新泾开展合作种植，选定了“沪软

1212”这一全国金奖水稻品种。经过近一年时

间的精心培育，这块试验田上长出的“稻花

湾”颇受认可。上海盛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岳桂元介绍：“‘稻花湾’品牌大米采取严

格的内控标准，严把品种、肥料、农药、加工、
服务多个关键控制点，确保每一粒大米都能

吃出老底子的味道。”

强湾 抱团发展
“我是来学习的，都说这个米好，收购价也

高，等这季完了，我们也要种这个品种。”近来，

在“稻花湾”大米种植基地，与新泾村富强 7

组村民李惠林一样蹲点取经的农户络绎不绝。

据了解，随着亭枫发展轴沿线金山稻米
产业化联合体的稳步构建，通过“订单农业”

模式，联合体第一批将带动朱泾镇域内稻米

面积近 3000亩。同时，水稻收购新标准也应
声出炉，以一亩地为例，联合体内的农户，种

植有机水稻每亩可增收 300元，种植绿色水
稻每亩可增收 120元。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保
险公司”的收购金融双保险模式牵引下，新泾的

稻米产业已向着“生产+加工+营销”的全产业

链迈进。目前，在主打大米、胚芽米、糙米、粥米
的同时，还开发了米昔、米糕、米茶等稻米衍生

品。其中，仅米昔一个品种就有 8种口味可供选
择，除了在新泾本土电商平台“来金山白相”上

架外，还与花开海上生态园、木守、西溪等“芳
香”小镇中的企业开始了合作销售，“稻香”与

“芳香”产业链正在加速关联。

拓湾 连点成片
“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地

里也能像隔壁待泾村一样生出‘五金’。”随着

新泾村启动创建第四轮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类似鼓劲的话成了村干部宣传的“利器”。
有了待泾经验引路，除了土地作价入股模式

可循，乡村治理转型也需同步推进。现阶段，
新泾正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六个一”建设，

村民们的参与度不断提升，还自发组建了“稻
香新泾”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主动拆完清完，村里改造才能保持长

久。”新泾村一农 6组老党员徐永伟对村里目

前推进的各项工作都十分支持。根据规划，人

居环境整治完成后，将马上推进水系建设、农

田改造、道路优化等一系列工程，完善公共设
施，新建文化阵地，加之新泾现有的康养民

宿、餐饮等配套，未来，集稻米产销、稻田文
化、休闲漫游、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将成为驱动农商文旅融合，构建新泾“稻产业
链”的独特资源禀赋。近日，“青联服务千村计

划”也落地待泾村，将合力为“稻香”产业发展

提供种源、科技、人才等重要保障。
“我们希望通过释放好一滴芳香精油的

魅力，一颗优质稻米的魔力，让特色产业成为
持续推动‘三产’融合，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的

有效途径。”朱泾镇党委书记夏红梅的一席话
道出了乡村振兴在朱泾的“生动实践”。

由点带片，塑起芳香镇，育好稻香湾，激
活落照湾……如今，随着“西进”战略的加速

推进，朱泾西部“三村联动、三生联通、三园连
心”的路径已经明晰，“花海待泾、稻香新泾、

幸福大茫”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正在稳步构
建，朱泾正以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为

己任，助力金山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牌。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趁着适宜的
天气，去浦东乡村来一场文艺郊游。近日，《乡
间水彩》《飞羽沪乡》水彩、摄影艺术展在浦东

惠南镇海沈村开幕，不妨先睹为快。
思琴是一名素人画者。无论是郊野的一

草一木，抑或是田间的飞禽走兽，经由她的描
绘，总呈现出一种自由、简约、优雅、亲和的氛

围。她将乡村之美与自己敏锐的艺术洞察力

相融合，通过或粗放或细腻的表现手法，绘就
一幅幅宁静致远、婉约动人的乡村美景。

在《飞羽沪乡》候鸟摄影展里，花开鸟鸣
的美好瞬间，鸟儿停歇树梢小憩的难得场景，

群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获奖作品在海沈村

沪乡空间一一呈现。
鸟是沪乡的精灵。从九峰三泖的山丘森

林，到崇明、宝山、浦东、奉贤、金山的滩涂田
间，500多种野生鸟类自由飞翔，演绎着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徒路线的美丽和传奇。
鸟也是沪乡文化中最灵动、最可感的一部分，

从地名到传说，从儿歌到习俗，飞羽无处不在。

为弘扬沪乡文化，传播生态理念，促进乡
村振兴，积极响应《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

皮书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主题，上海市浦
东新区惠南镇沪乡文化创意促进中心举办《飞

羽沪乡———上海南汇东滩候鸟摄影展》。

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 12月 10日。《乡间
水彩》展览地址在惠南镇海沈村乡村会客

厅，摄影展地址在惠南镇海沈村沪乡空间。

游周末

去浦东乡村来一场文艺郊游

▲ 《襟飘带舞》 穿行印象 摄
荩 乡间水彩 思琴

《乡间水彩》《飞羽沪乡》水彩、摄影艺术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