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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莓”好乡村“鹤”彩幸福生活 “烹煎黄金

芽，不取谷雨

后。同来二三

子，三咽不忍

漱。”进入三月，

春和景明，又到

春 茶 上 市 之

际。从浙江龙

井、云南毛峰到

四川蒙顶甘露，

这两天，淮海路

上的中华老字

号叙友茶庄贴

起了“新茶上

市”的标签，吸

引不少市民尝

鲜“明前茶”。

不过，老茶客们

最关心的还是

何时能喝上西

湖龙井。对此，

叙友茶庄总经

理、国家一级评

茶师陈一峰建

议：“别急，好茶

还需再等等。”

阳春三月

试新茶，是自古

有之的风雅趣

事。错过了去

年的新茶季，今

年2月底3月初，就有不少茶客早

早来电咨询：“新茶什么时候上

市？”陈一峰说，3月13日，西湖龙

井茶“龙井43”品种正式开采后，这

样的询问就更多了，“听得出，大家

都很期待”。

记者在叙友茶庄看到，目前店

里的2023年新茶有浙江龙井、云

南毛峰、四川的蒙顶甘露和竹叶

青。其中浙江龙井售价每斤1800

元，价格和往年持平，预计西湖龙

井等明前茶上市后，价格也会比较

稳定。

那么新茶的品质如何呢？陈

一峰说，去年夏天连续40多天的高

温，再加上降雨量明显偏少，让苏浙

一带不少茶园出现损伤，茶树被烤

焦，一度让人担心今年的茶叶品

质。但前两天他收到了苏州东山碧

螺春的样品茶，口感香气更胜往年，

今年新茶品质有望优于上年。

不过，虽然西湖龙井和苏州碧

螺春的核心产区已经开采，但都是

早生品种茶树芽叶制成的春茶，老

茶客都知道，这就不如传统品种的

风味好。“如果抛开求新、求早的购

茶心态，等一等反而能喝到性价比

更高的明前茶。”本报记者 张钰芸
特约通讯员 孙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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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报《民警马大姐有本独

家“跑楼经”》一文刊登后，文中主角

宝山公安分局高境派出所社区民警

马坚贞的微信震动个不停，居民们

纷纷为马大姐转文点赞叫好。巧的

是，昨天还是马坚贞守护高境地区

最大社区6周年的日子。在马大

姐“分管”的社区和她所在的派出

所，居民、同事们又向记者讲述了很

多马大姐的故事。

曾经是解放军455医院护士长

的她，转业后做过10年的户籍窗

口民警，如今，她是居民们离不开

的社区民警“马大姐”，独特的军

人、护士、户籍警、社区警职业经历

赋予了她耐心、细心、热心的品

格。这位“跨界女警”把居民当亲

人，把社区事当作自家事，靠着两

条腿、一部手机、一本笔记，把社区

管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居民们的

认可和信任。

问诊、复诊、会诊
曾经做过护士长的马坚贞认

为，平安治理就是“治未病”。她常

年保持着把社区隐患“症状”细致

记录的习惯——警务包里常年放

着一本笔记本，随时记录所辖社区

的点点滴滴，矛盾纠纷处置完了还

要回访，“复诊”无误后才放心；暂

时无法根治的问题，单独做成“一

事一档”，主动联系相关警种和部

门“会诊”，一天不“治愈”就坚决不

放手。

高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0个自

然小区，其中老、旧小区占比高，管

理水平良莠不齐。建成于2005年

的美岸栖庭小区，由于小区物业、业

委会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维修基金

难以启动，小区内仅有的60个安防

设备年久失修大多损坏。有段时

间，小区低层连续发生“黄昏盗窃

案”，居民们“恨得牙痒”。

“小区无贼”是居民最基本的安

全需求。马大姐和同事们放弃端午

节休息，经过艰苦的走访、侦查和蹲

守，在小区内抓获了这名连续作案

5起的“黄昏飞贼”。破案后，马大

姐再次召集物业、业委会，商议启用

维修基金安装技防设施事宜。对于

不理解的业主，她逐一上门以案说

理、倾听诉求、做通工作。一个月

后，324套智能安防设备全部加装

完成，原有的安防设备维修完毕，小

区围墙、铁丝网修缮升级，小区的

“防火墙”建好了，居民和物业的隔

阂也逐渐修复。

多听、多想、多劝
马大姐总劝居民要“换位思考”，

她也常常从居民的角度寻找答案。

“正月不动土这是规矩！”“他们

家过完年就要出去旅游了，拖着不

修我们日子怎么过？”春节期间，上、

下楼邻居起了纠纷，“官司”打到“马

大姐”这里，马坚贞顾不得休息赶来

调解。原来，楼上居民新装修之后，

下水管被水泥残留物堵塞无法疏

通，需要更换两层楼连接部位的管

道；而楼下居民认为管道堵塞并不

影响自家，更不愿意让施工队过年

期间进来“搞破坏”。

维修下水管工程不大不小，既

要快速解决问题，又不能留后遗症，

如果从上往下“硬操作”，稍有不慎

很可能引起漏水。“李阿姨，你消消

火，是楼上找的装修队失误，他们也

受了不小损失。”“小张，你小伙子要

谦让点，万一哪天漏了，你心里难道

不堵吗？”在马坚贞组织双方家庭代

表多次协商后，楼下居民终于同意

由一名懂装修的亲戚进行施工，费

用由楼上居民承担，无需物业正月

进门“动土”。维修顺利完工后，两

家人握手言和。

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一根粗马

尾显干练，已经年届半百的马大姐

虽然整天跟鸡毛蒜皮打交道，但她

乐在其中，游刃有余。“只要居民有

需求，我就会尽力去做。认真倾听，

换位思考，跟进调查，就能化解矛

盾，互相理解。”淳朴的语言，说出了

她的工作理念。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民警马大姐守护高境社区整6年
平安治理“治未病”，换位思考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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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2023第十三届上海青浦白鹤草莓文化节活
动在“中国草莓之乡”青浦区白鹤镇举行。
白鹤草莓种植已有40年历史，草莓产业由小变大、从

弱变强，影响力逐步提升。2018年，白鹤草莓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登记证书。作为“中国草莓之乡”，草莓是白鹤
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以及对外形象展示的闪亮名片。白
鹤镇已连续13年举办“草莓文化节”，每届平均吸引游客
20余万人，销售草莓总计2500余吨，销售额超6000万元。

绿色生产方式
目前，白鹤草莓种植面积已达

6000亩，每年产量达1万多吨，建

有标准化生产基地7个，通过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品牌价值达

2.38亿元，并在多届中国草莓文化

旅游节、上海地产优质草莓品鉴评

优中屡夺金奖。近期，白鹤草莓又

摘获三枚金奖。活动现场，盈鹤蔬

菜、永胜瓜果、红鹤蔬果三家合作社

的负责人带来“金奖草莓”，请大家

现场品鉴，享受酸酸甜甜的美味。

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

开心，白鹤镇大力推进绿色生产方

式，镇农业服务中心每年都要与全

镇21个村委会的数千名草莓种植

户签订食用农产品安全承诺书和

安全生产责任书，每年还要采用随

机抽样的方法检测草莓样品，如有

问题则同批草莓均不上市。各大

合作社已建立了一套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实现从产前到产后的产品

质量全程跟踪。

近年来，依托区位、生态、农业

等方面的资源禀赋，白鹤镇以草莓

文化元素为IP、全产业链体系规

划，以扩大精品草莓生产规模为核

心，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为动

力，推进“白鹤草莓”这一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品质升级、品牌推广，为

传统草莓产业持续赋能。

“幸福我家”系列
整合全镇优质资源，白鹤积极

探索推进打造“我家草莓园”“我家

菜园”“我家鱼塘”“我家果园”“我

家农庄”等“幸福我家”系列乡村振

兴项目，着力实现一产接二连三高

质量融合发展。“幸福我家”系列项

目以共享经济模式为理念，通过网

络平台认领，让更多人能吃到“自

己种”的健康绿色食物。

“现在正是种黄瓜苗的时候，

有了这块小小的田地，爸妈的‘土

地’情结有了释放的地方，孩子们

双休日也可以来挖土、找蚯蚓，在

田地里撒欢。”家住嘉定安亭的赵

女士，昨天在白鹤江南村认领了一

块10平方米的田地。她出生在农

村，因动迁住到了城区，一度远离

土地，如今重获“农夫”的身份，非

常开心。

“我家菜园”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认领人可以通过自种、半托

管和全托管的方式，支付一定费用

在白鹤认养菜园，认领方既可以是

个人，也可以是企业或团体。“我们

和中国移动合作探索智慧农业，实现

远程种田。这样的智慧农田试种一

旦成功，将进一步复制推广。未来在

我们白鹤认领菜园的市民，在家通过

手机App便可远程看菜园的长势，

同时还能实现一键浇水。”

“‘我家菜园’是激活互联网+

农业的一个尝试，未来我们还将探

索推广‘我家草莓园’‘我家鱼塘’

‘我家果园’等认养模式，让向往田

园生活的都市人有更多亲近土地、

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白鹤镇党

委书记朱磊明表示，白鹤的乡村振

兴正努力实现“激活一片区域、壮

大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目

标，擘画着美好的发展新蓝图。

“幸福巴士”启程
当天，串联起白鹤镇特色农文

旅项目的“幸福巴士”正式启程，

“幸福白鹤主题旅游线路”在“幸福

云”居民端服务板块上线。新民传

媒、安信农保、德胜洋楼、申昆集

团、弘阳农业、彰显渔业等6家单位

被授牌为白鹤镇“幸福合伙人”。

白鹤镇青年们发起了“青推官”特

色项目，为白鹤农产品代言。

品草莓、游乡村，在白鹤的

“莓”好体验不止于此。当前，白鹤

草莓以生态优品新消费解锁农业

新变化。聚焦特色产业，厚植为民

初心，共谋绿色发展，突出抓好“产

业促共富”文章，白鹤镇绘就着“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高质量发展

的新画卷，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

足，底色更亮。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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