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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轨道交通、

公交行业、水上客运等都按下了

“暂停键”。但是，暂停运营并不等

于暂停工作，身为横沙岛与外界唯

一的通路，长横对江渡航线扛起了

民生保供的重任，成为这特殊时期

的一条水上“生命线”。

船来船往
通往外界唯一通道
昨天11时，张菊明顺利到达长

兴对江渡客运站码头，车后座载着

所有横沙乡老百姓的核酸检测样

本。“我是横沙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上午已经跑了一

车，总共要把2万多份样本送到崇

明检测。”

他来不及多说什么，便踏上下

一段路程。3月23日以来，往返于

长兴岛与横沙岛之间的人们都与

张菊明一样，承载着某个任务，有

时甚至与性命息息相关。

120急救车上，崇明医疗急救

中心医生施学冬负责运送一位扭

伤的病人。“横沙岛没有通往外界

的陆上交通，急救车也只能靠搭

渡船完成工作。”他说，这段时间有

不少船次是急救车“专线”。

当然，保供物资也离不开渡

船。杜龙兵一个多月来天天坐船，

“单位有两辆车负责保供，一辆去市

区拉货，一辆来横沙送货。”王数是

土生土长的横沙人，“我车里装了2

吨米，还有油、牛奶、卫生纸等生活必

需品。”提到身上的责任，两人都觉

得担子很重。“有人私下让我帮忙

捎点物资，我都一口回绝，因为这

辆车就是用来保供的，不能耽误

运输大家的物资。”杜龙兵说。

24小时待命
确保有应必答
昨天，郊区最低温度11℃，长

江口区东部阵风6-7级。下午2

时，不放心突然降温与变大的风

势，从3月10日起就驻扎单位的上

海客轮长横分公司经理施卫兵正

在了解横沙江渡客运站调度室的

情况。“3月28日至5月13日，长横

对江渡航线共完成应急保障运输

914船次，投入车客渡船3艘、工作

人员79人。”这其中，运输防疫物资

322船次、生活物资200船次、危重

病人220船次。

除了做好消杀工作，还要确保

渡船维持全天候的运转。“船次尽

管不如平日多，但从调度员到船

员都必须24小时待命，确保渡船

有应必答，运转顺畅是关键。”目

前，调度室和崇明急救中心建立

了“绿色通道”，只要一接到对方的

指令，便会马上安排急救车渡江。

68岁的赵静娣一早不小心摔

坏了右手，一方面不想让住在市区

的子女担心，一方面想着“足不出

户，在家忍忍”，直到坐上了乡政府

安排的短驳车，才终于放下心来。

据了解，当急救车“忙不过来”

时，有迫切需求的老百姓可以坐上

乡政府提供的车辆离岛就医。施

卫兵表示，不光急救中心的需求会

早做对接，像赵静娣一样乘坐专车

的老百姓，他们也会在接到乡政府

消息后立即核实，提供摆渡服务。

“让横沙岛上的人们生活安心，保

障老百姓的生命线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董怡虹 泽炅玮
泽梦泽 李一能

眼下被誉为“开春第一果”的

枇杷到了成熟季节，但青浦联怡

枇杷乐园的主人沈振明却陷入了

焦虑。因为疫情的原因，原来供

不应求的数万斤白玉枇杷如今无

人问津。他呼吁社区“团长”和商

家能伸出援手，莫让佳果落地头。

上海联怡枇杷乐园是上海

最大的枇杷种植基地之一，园内

共种植枇杷350亩。其中大部

分为苏州东山引进的白玉品种，

另有部分白荔枝、洛阳青、青种、

七星等新品种。由于疫情封控，

果农不能及时下地疏果，原本应

该只留两三个果的一根枝条，如

今一簇达到十二三个，甚至更

多。由此也导致果子普遍比往年

偏小。沈振明表示，虽然果子小

了，但不影响口感，依然水分饱

满，清香甘甜。

因为很多树的枇杷果实太

小，达不到销售的标准，沈振明预

计今年约有四分之三的枇杷只能

烂掉，而剩下的果子，他希望社会

各界人士多多采购，以解燃眉之

急。枇杷成熟后最佳采摘期只有

一个星期左右，过时就会发黑发

皱，而且挂在树上也很容易被鸟

啄食。由于果子较小，沈振明决

定以优惠价出售，希望能让市民

尝到时令鲜果，同时也避免一年

劳作付诸东流。

团购热线

15900871553

本报记者 沈月明

外地客户今年一个
也进不来
昨天在练塘镇金前村，练绿蔬

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惠均指着周

围一大片绿油油的茭白地说，这一

片差不有400亩。天下着绵绵细

雨，地里几位农妇戴着斗笠、穿着胶

鞋正在田里采茭白。高耸茂密的茭

白叶几乎把她们全部遮住。刚摘下

的茭白连叶带果有一米多高，每十

支左右扎成一捆放在田梗上。

徐惠均说，他自己有80亩茭白

田，其中30亩大棚茭白已经卖得差

不多了。今天第一天开始采摘露天

茭白，预计可以采摘5000斤。以后

每天要10000斤左右，销售压力很

大。徐惠均说，以前都是田头交易，

本市、外地的客户都会来。今年一

个也进不来，只能靠镇里帮着推销。

地产名品“美人腿”
即将大量上市
练塘茭白是上海首个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蔬菜品种，有

“水中人参”的美誉。鲜嫩可口，营

养丰富的练塘茭白嫩茎肥大、白净

整洁、多肉柔嫩，还带有几丝微甜，

故又被称作“美人腿”。

种植大户谢秋华最近早出晚归

泡在茭白田里，他是土生土长的练

塘镇泖甸村人，从事茭白种植销售

快要30年了。谢秋华告诉记者，今

年露天茭白长势喜人，亩产约为

4000斤。前段时间，通过团购的方

式，大棚茭白销售也不错。现在，随

着气温升高，露天茭白也陆陆续续

开始采收了，农户一般清晨5时左

右就要下田采摘了。

徐惠均说，镇里有总容量达万

吨级的冷库，为合作社和其他种植

户存储茭白。但他还是希望能尽快

把采收上来的新鲜茭白马上销售

掉。一方面冷库保存的时间毕竟有

限，新鲜的茭白口感更好，另一方

面，对茭农来说，早点出货心里会更

踏实些。

镇干部打地铺全力
帮茭农“吆喝”

4月20日以来，练塘1521亩大

棚茭白陆续上市，截至5月12日，总

上市量1640吨，主要运往多家销售

平台与社区直供，深受广大市民欢

迎。5月中旬至6月中旬，露天茭白

将迎来采摘高峰，预计上市6166亩，

日均产量达500吨左右，涉及合作社

38家、散户39家，到6月中旬预计上

市总产量约为15400吨。

原来，曾经销往北京、河南、广

东等多个省市的练塘茭白受疫情影

响中断了全国渠道，而本市因为农

贸市场停摆，导致出货量严重萎

缩。为了帮茭农解决销路问题，从

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到青浦区

农业农村委、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

中心都操碎了心。除了主动对接保

供单位，相关部门通过大量工作联

系了很多大型超市和电商平台，竭

尽全力解决练塘茭白产销问题。

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

陆剑岗说，他和20名同事已经在办

公室睡了好多天了，每天都在联系

解决产品销路和采收工短缺问题。

虽然很多部门都在努力，但高

峰时每天多达500吨的产量，一时

半会儿很难消化。陆剑岗呼吁社会

各方关注练塘茭白产销问题，期待

政府、电商平台、社区“团长”、广大

市民齐心携力，一起把眼下的困难

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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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月明 杨欢
通讯员 李艳丽

6000亩练塘茭白采摘，政府部门全力“吆喝”

枇杷熟了！盼“团长”救急

■ 镇웖쟸솷쳁镇，绿볤地춷싺퇛듐싌
者놨볇헟 孙中钦 摄

■ 枇杷熟了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晚췭6时，航몽21岛듓뎤탋떺
驶岛뫡즳떺 者놨볇헟 泽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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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500吨茭白
大家一起帮忙吃

眼下，又到了一年
一度练塘露天茭白上
市的季节。初夏的青浦
区练塘镇，田间地头满
眼葱绿。这几天，练塘
茭农正忙着采收今年第
一茬露天茭白，抓紧将这
一时令美味送到市民
手中。受疫情影响，外地
的客户几乎“全军覆没”，
政府部门正在帮茭农千方
百计想办法，也希望市民、
企业、单位、电商平台一起
来帮忙，让清香鲜嫩的上海
名产多多走上市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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