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梅璎迪 本版视觉/窦云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郊野大地

烈日炎炎夏正浓，连日高温

“烧烤”，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还好吗？为了让田间地头里的蔬

菜水稻茁壮生长，沪郊不少合作社

都推出了防暑小妙招。

蔬菜：畏冷怕热，住进
舒适“空调房”
在嘉定区外冈镇百蒂凯周泾

蔬菜基地内，工作人员升起卷膜为

大棚里的生菜苗“通风降燥”。记

者看到，完成改造的大棚覆盖着黑

色遮阳网和银色保温层，棚内喷淋

设施不时开启为蔬菜降温。临近

中午，室外气温将近40℃，而棚内

温度比室外低15℃，生菜苗绿意葱

葱、长势喜人。

百蒂凯周泾蔬菜基地主要以

培育高品质生菜、芝麻菜等绿叶菜

产品为主。为了给这些“畏冷怕

热”的绿叶菜提供舒适的“空调

房”，基地对60间大棚进行改造，

配置外遮阳、内保温系统、电动卷

膜等设施。

为了应对高温天，基地还通过

真空预冷机“打冷”，将新鲜采摘的

蔬菜迅速降温至零度，让蔬菜进入

“休眠”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一两

天就腐坏的蔬菜保质期可延长至

七八天。

蔬菜品种也伴随高温做了微

调，空心菜、米苋、苦瓜、丝瓜、秋葵

等耐高温蔬菜替代原来的鸡毛菜、

小青菜等。负责人代义社说：“这

几个耐热品种生长速度快，品质也

有保证。”

蔬菜的运输环节也容不得马

虎。制冷仓库里，工人将打冷后的

蔬菜逐一进行分拣、称重、包装、装

筐，整齐堆放。“下午发货的时候再

从冷库里拿出来，通过冷链运送到

客户手里。”代义社表示，基地目

前共4个冷库，已实现全流程冷

链，日产量3至4吨。与此同时，基

地同步配套建设的温室、催芽室等

设施已投入使用，也为今年夏季蔬

菜生产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水稻：喜热喜湿，专职
“水工”勤换水

位于崇明区港沿镇的上海齐

茂粮食专业合作社内，近4500亩

水稻茁壮成长，目光所及之处皆是

青绿。“现在正处于水稻的营养生

长阶段，类比一下就是年轻人长身

体的时候。长好了，下阶段开花、

结实才顺利。”合作社技术负责人

李勇介绍。

直逼40℃的潮热天气对水稻

生长有影响吗？李勇介绍，这不一

定是坏事。“水稻本性喜热、喜湿，

且对温度有一定要求。高温天气，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水稻生长。”

水稻有天然的温度调节器

——水。高温时，每天清晨4点，

齐茂合作社6名专职“水工”准点

开闸，排除旧水，引入新水。“最近

天热，田里的水要勤换。水位差不

多2-3厘米，刚好漫过根茎，确保

水稻生长的适宜温度。”李勇说。

虫害方面，往年这时稻纵卷叶

螟已经来了，今年天热，虫害就会

延后。连日来，崇明区农技中心的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持续开展病虫

害监测调查及苗情考查，及时掌握

病虫害发生动态及水稻生长进程，

发布相关技术指导意见，确保病虫

防治及栽培管理措施的有效落实。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约

27.8万亩，目前总体长势良好。”区

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周虹 施昊豪

眼下正是夏候鸟活跃的季

节。闵行区吴泾镇的兰香湖周边

农田、吴泾公园、浦江第一湾公园、

黄浦江滩、塘泗泾河边……都是鸟

儿喜欢出没的地方。在这些地方，

观鸟爱好者可以发现不少“林间精

灵”。其实，在吴泾一些绿化比较

好的小区，也能看到夏候鸟。

鸟类是上海地区种类和数量

最丰富的陆生脊椎动物，位于东

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中

段的上海是许多鸟儿的家园，每

年有大量候鸟停靠。夏季，上海

常见的夏候鸟包括暗绿绣眼鸟、

白腹蓝鹟、远东山雀、家燕、杜鹃、

黄鹂、凤头鹰……黄色、绿色、白

色、蓝色，光看字眼，想象着这些

五颜六色的小鸟在林间飞舞，就

是很美妙的场景。

吴泾镇地处“浦江第一湾”，

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

统。随着生态环境改善，这里吸

引了不少鸟儿。“夏候鸟就是春夏

季在这里繁殖的鸟类。因繁殖需

要，它们会通过鸣唱等方式吸引

伴侣，特别活跃，这时也就更容易

观察到这些鸟。”据资深观鸟爱好

者介绍，这个季节夏候鸟在此营

巢繁殖、交配、产卵、育雏，到秋天

再飞回温暖的越冬地。

上海湿地多，另一大看点就

是水鸟特别多。上海有记录的水

鸟种类有180多种，被列入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有19种，

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有30种。成片的水杉林等沼

泽湿地会吸引众多的鹭类集群繁

殖。吴泾周边江河水系发达，湖

泊湿地众多，是水鸟出没的集中

区域，来这里能发现不少水鸟。

通讯员 崔松鸽 张玲
本报记者 鲁哲

青浦蔡浜村坐落在淀山湖畔，

素有“水中蓬莱岛”的美誉。村里老

年人居多，有近三分一的村民为60

岁以上老人。今年77岁的村民鲁

福田患有多种慢性病，因行动不便

去镇里看病困难不小，村卫生室就

成了他老有所医的可靠保障。家庭

医生定期为他进行体检和健康评

估，实施跟踪服务、专项医疗指导。

“我身体不舒服就来卫生室，请家庭

医生帮我诊断，小毛病基本不出

村。”鲁福田说。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农村老年人

的质量和水平，增强老年人的幸福

指数，金泽镇蔡浜村将老年友好型

社区创建工作融入乡村振兴，着力

打造生态宜居、设施完善便捷、邻里

互助的老年友好型村庄。依托村卫

生室，为老年人提供医、养、康、护结

合的服务，并为老年人建立健康资

料和基本信息库。

“2014年我们就有这样的设

想，把整个村庄打造成生态宜居、花

园式、一站式不出村就可以服务村

民的老年友好村庄，这几年公共服

务设施的建设、智慧村庄的打造都

是围绕着服务村中的老年人来开

展的。我们创建老年友好村庄以

来，设施与服务能级不断提升，让我

们跟老年人的联系更加紧密，老年

人也更加信任我们的工作。未来结

合乡村振兴，蔡浜村会把契合村文

化的产业引进来，以产业带动养老

健康发展。”蔡浜村党支部书记张月

红介绍。

在党建引领下，蔡浜村还通过

村中党建特色“金乡邻睦邻点”“妇

女微家 ·客堂间”等平台开展各项活

动，积极探索各个平台效能叠加模

式，实现更加可及、更加方便的互助

式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和精神关爱，让老年友好型社区

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通讯员 李双玖
本报记者 杨欢

本报讯（通讯员 鲁学静 记

者 屠瑜）近日，荔枝、芒果、莲雾等

多个品种的热带水果成熟上市。

南果为何能成功北移？记者带你

一起来“解锁”其中的“密码”。

走进上海开太鱼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枫泾基地“种养结合”的大

棚里，阵阵果香扑鼻而来，临水而

生的荔枝树上挂满暗红色的果

子。“上海本土自然生长的荔枝正

好与南方荔枝错峰上市，可以弥补

市场空缺。晚熟品种糯米糍和桂

味，可持续供应到九月上旬。”技术

人员介绍，眼下荔枝每斤售价128-

158元不等。预计明年荔枝园将迎

来丰产，年产量可达3000斤。

另一边，藤蔓上的莲雾也“羞”

红了半边脸。在沪郊成功种植出

这些高品质的热带水果，依赖于自

然成熟、不施农药、“硬核”种植管

理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发力。

据悉，上海开太鱼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是集生态养殖、有机种植、农产

品销售、技术研发、农业休闲观光

旅游、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金山区首批放心消费示范

基地。公司自主创建的双棚双膜

温室大棚，模拟南方“保温、保湿、

高含氧量”热带雨林的小气候，多

年来不断探索各种热带水果的育

种、选种和种植技术，目前已成功

种植了芒果、香蕉、木瓜、荔枝等十

多个品种，种植面积达200余亩。

本报讯（通讯员 殷洁如 记

者 屠瑜）近日，位于金山朱泾镇的

花开海上生态园内，34万株地肤

正值绿叶观赏期，远眺，似一朵朵

绿色云团铺满地表，游客徜徉其

中，犹如漫步童话世界。从观景台

俯瞰，一株株鲜绿色的“小毛球”，

排列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参差起

伏，构成美妙的夏日风景画。

据花开海上生态园运营部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园区对草坪形

状进行了优化，从上往下看，呈现

多片花瓣共舞的灵动之态。此外，

花海中间还精心设计有四个同样

为花瓣造型的草坪，与整体景观打

造相得益彰，与观景步道纵横相

接，方便游客融入花海之间，与美

景互动。据悉，地肤的绿叶观赏期

将一直持续至9月下旬，随着季节

转换，日夜温差变大，10月上旬这

些地肤会进入变色期，从10月底

至11月上旬就是红色的最佳观赏

期。

此外，目前，花开海上生态园

内的睡莲、荷花、向日葵、硫华菊也

都处于盛花期，紫薇花也正逐渐绽

放，一处处别致的植物景观，串起

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顶着烈日前来观赏。

蔬菜住进“空调房”水稻有专职“水工”

高温天，小苗苗“防暑”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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