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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酡颜、百草霜、云水蓝

……当城市风物遇见“中国色”，将

展现怎样的韵味风情？在嘉定摄

影师李琦的镜头下，秋霞圃、古猗

园、远香湖、州桥老街，人们或熟悉

或陌生的景致，通过不同主打色的

提炼，汇成了一幅幅颜值与诗意并

存的“国色嘉定”。

“这些年我拍摄了不少嘉定风

光，想找一条主线串起来，就想到

了‘中国色’这个主题。”在李琦看

来，古人对颜色的命名，是在传达

对世间万物中“美”的感受，“所以

我寻找30个身边的场景，做成了

‘国色嘉定’。”

在这之前，李琦还拍过“古猗

园24节气”“州桥四季”等。从一名

平面设计“转行”摄影，李琦花费数

年时间、攒下几十TB硬盘。他说，

要记录下家乡嘉定每时每寸的美。

集齐嘉定地标“稀有场景”

每个周末，“上海嘉定”微信号

都会推送一条图集，名叫“你好，嘉

定新城”，刊载的是李琦的摄影作

品。12月底的一期，是迷雾中若

隐若现的远香湖。

12月22日，上海大雾。“那天

定了凌晨4点多的闹钟，一早就背

着器材出门了，赶在日出破晓前去

远香湖拍摄。”对于李琦而言，远香

湖虽然已在他的镜头下出现过无

数次，但雾景、雪景还没有拍过。

就像集卡游戏，他总想着“收齐”不

同的画面场景。这份执着，驱使着

他在大冷天也能早早起床。

沉沉雾色，让远香湖比往日多

了一层神秘空灵。湖水中央的离

岛，有一种“独钓寒江雪”的寂寥。

这一次，赶在日出前，李琦满意收

工了。而更多时候，可能并不能拍

到预期画面，他也不在意，“很多时

候都是赌一把”。

除了记录著名景点的“稀有场

景”，李琦还善于发掘鲜为人知的

“小众之美”。

有一段时间，李琦常往南翔

跑，想复原昔日的“南翔十景”。其

中一景，名为“槎山烽火”。李琦寻

觅后发现，原来是南翔鹤槎山上的

一座碉堡，知道这里的人已经不多

了。看到山间种有不少花树，李琦

记在了心上，特意等花开的时节又

去了一次。漫山遍野花朵，汇成

“国色嘉定”中的“桃红”，许多人看

了照片后，也纷纷去欣赏打卡。

用影像将历史人文珍藏

李琦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

学习平面设计出身的他，一开始是

摄影的“门外汉”。“2016年时，我

朋友先买了一台相机，我被他带动

着也开始拍着玩。”从此，便一发不

可收。

李琦是在嘉定图书馆自学成

才的。“只要是摄影方面的书，我基

本都借回去看过。”刚刚迷上摄影

时，他在家闲不住，总想外出拍

摄。由于工作原因，不能跑远，家

门口就成为

了他的最佳

取景地。“一

开始觉得拍

这么熟悉的

地方，有点无

聊。可后来觉

得，能把一个地方

拍透了、把身边的东西拍

好了，也很值得。”于是，秋霞圃枫

叶红了，树下有了李琦的身影；古

猗园荷花开了，湖畔有了李琦的身

影。家乡的时光碎片与风景记忆，

都被珍藏在镜头里。

古色古香的州桥老街，是嘉定

著名的明清老街，李琦太熟悉了。

在举起相机前，这里原本对于他来

说这是一个“去超市时抄近路”的存

在。李琦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

为了完成心仪的构图，在老街上举

着相机站上许久。静候的耐心，让

他终于等到一位不期而遇的游人，

撑着一把红伞匆匆走过，“咔嚓”，烟

雨朦胧的老街在这一刻定格如画。

为了一幕风景，李琦会静心蹲

点，守上几个小时；他也喜欢扫街

抓拍，寻觅鲜活的人文风情。“我们

还有一个扫街群，叫疁城纪实，都

是嘉定本土摄影师，记录嘉定的故

事。”作为嘉定镇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顾问，李琦积极参与嘉定镇街

道“疁城拾光公益影像计划”，用影

像记录嘉定丰厚积淀的历史人文，

展现创新活力的发展新貌。李琦

想着，要走过嘉定更多的地方，把

家乡美景尽可能全的拍下来，“让

更多人看到她的美”。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

员 范立）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

明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

明农场”）正在打造上海紫藤园生

态综合体项目。该项目以瑞华果

园1500亩区域为核心，辐射新海

镇周边地区和崇明农场连队，对

接光明母港现代农业种业创新

区，形成集“吃、住、行、游、娱、科

普”等于一体的生态综合体，打

造成上海乃至中国最大紫藤主

题园。

紫藤园综合体是继光明田原

和花博园项目后，崇明农场推进

的又一重大工程项目。为推动项

目建设，不久前，崇明农场与上海

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签订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擘画紫藤园

综合体的宏伟蓝图。

崇明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瑞华果园拥有目前长三角地区最

长的紫藤长廊，他们的初步设想

是利用这资源，再栽种各类紫藤

品种，形成国内最美“紫藤花

海”。另外，种植各种花卉、蔬果

等，确保园内四季有花、四季有

果、四季有景，吸引全国游客前来

观赏游玩。与此同时，还会不断

完善餐饮、停车场、住宿等配套设

施，进一步提升改造周边环境，为

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为规范紫藤园综合体项目建

设的管理工作，崇明农场成立了

项目统筹协调指挥部，实行在统

一的战略引领下高效有序、各方

协同、共同推进的管理模式。

紫藤园综合体项目是践行

“永不落幕的花博会”和拓展后花

博产业发展空间的重要探索。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助花博溢

出效应，切实盘活农场存量资源，

为促进崇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据悉，此项目将

在今年4月紫藤花开时节，以全新

的姿态迎接广大游客。

本报讯（通讯员 熊雪寒 记

者 屠瑜）眼下，正是草莓上市的季

节，在金山区不少农业合作社，一种

名为“雪原草莓”的新品白草莓开始

上市，售价每斤高达百元。

“雪原草莓”颜色白中带粉，个

头不小，香味浓郁。来到金山区枫

泾镇的上海富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

种植大棚，一颗颗刚刚成熟的“雪原

草莓”挂在藤蔓上。与普通草莓相

比，“雪原草莓”颜色粉嫩，十分具有

“少女心”，口感不似传统“章姬”“红

颜”，奶香味十足，类似菠萝。“这个

草莓是有菠萝味的，甜中带酸，比红

草莓味道要好，还要鲜甜。”合作社

负责人肖红梅介绍。

据了解，“雪原草莓”登记的品

种为“白莓莓2号”，是以西藏高原

的野生草莓为母本驯化而来，因此

也被叫做“雪原草莓”。金山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李建林介绍，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京郊小白”“白

雪公主”“雪兔”等白草莓品种多为

国外品种，而“雪原草莓”则是国内

白草莓里第一个具有知识产权的品

种，也是农业部登记的目前为止唯

一一个白草莓品种，全国种植面积

约1400亩左右。

近年来市面上白草莓因为颜色

罕见、产量稀少，一直受到消费者追

捧，价格也十分金贵。为了增加农

民效益，满足市场需求，今年金山区

推广种植“雪原草莓”70亩左右。在

价格方面，由于产量只有普通草莓

的一半，加上今年整个草莓成熟期

晚，目前“雪原草莓”每斤售价达到

100到150元，预计1月中下旬，随着

产量上升，价格会出现小幅下降。

2021年末的一波寒潮持续时

间不短，也造成了申城绿叶菜短

时供应量减少。随着天气晴好，

本地绿叶菜供应量恢复，价格也

趋于稳定。

记者日前在奉贤庄行镇金源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大棚内

蔬菜长势良好。“我们一般早上7点

半就开始采摘，这个时间蔬菜霜冻

情况也差不多结束了，采摘下来的

蔬菜也会比较新鲜。”工作人员用

小刀麻利切下蔬菜，去除黄色菜

叶，初步筛选出优质蔬菜，抓紧进

度供应给市场。

在露天菜地里，记者看到，上

海青、菠菜、卷心菜、芥蓝等各种绿

叶菜都有种植。太阳出来后，霜冻

的菜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工作

人员表示，上海冬季温度较低，并

且常常伴随有大风，减慢了蔬菜的

生长速度。这几天寒潮影响减弱，

气温回暖，阳光也比较充足，露天

绿叶菜生长也加快了一些。

合作社技术主管赵晓军表

示，寒潮期间价格略有波动，但过

了元旦，蔬菜价格就基本平稳

了。此外，蔬菜基地，无论是大棚

和露天蔬菜种类都比较丰富，供应

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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