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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樱花粉嫩、梨花洁白、油菜花金

灿……春光明媚，正是踏青出游好

时节，最近，一份“沪郊赏花地图”成

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心头好。暂别城

市喧嚣，或是露营赏花，或是围炉煮

茶，又或是采摘蔬果，田园牧歌式的

生活总是令人向往，到沪郊乡村“白

相相”的市民游客也越来越多。

上海的乡村，是超大城市的稀缺

资源、城市核心功能重要承载地和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也是上海

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

色。近年来，上海以推进美丽家园、绿

色田园、幸福乐园“三园”工程为抓手，

积极挖掘乡村资源，让乡村的经济价

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不断凸显。

环境美了
村容村貌“眉清目秀”
将汽车停放在“旅行空间站”，

到“别漾码头”坐上小船，在江南水

乡的特色出行方式中，慢慢远离城

市喧嚣……一片五星级民宿，就在

稻田与河流的环抱之中，悠然呈现。

这里是位于浦东的连民村。丰

富的天然水系资源，赋予这个村庄

婉约秀丽的气质。原本，连民村还

是经济薄弱村，随着人居环境优化，

道路白改黑了，河道水更清了，“美

丽庭院”的标识越来越多地挂在各

家大门上。“眉清目秀”的生态环境，

绘就连民村乡村振兴的底色，也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

2021年起，上海农村人居环境

优化工程列入市委16项民心工程

之一，围绕“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

在文化”理念，推进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强调生态治理和环境品质提

升，塑造浓郁乡村田园风貌。

随着农村的整体面貌由干净整

洁逐步向优化美化转变，绿水青山成

为金山银山，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村民富了
错位布局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振兴，不

断提高的经济水平是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的根本助力。

开春是草莓集中上市的季节。

位于嘉定工业区的灯塔村，一座座

草莓大棚里，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

拎着小篮子体验采摘的游客。

草莓是灯塔村的核心产业，村

里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栽种草

莓。村委会工作人员张莉告诉记

者，200多名农户“抱团”，一同成立

了上海农灯草莓生产专业合作社，

打响品牌。目前，全村共有草莓种

植面积1065亩，成了远近闻名的

“草莓之乡”。“现在礼盒不愁卖，年

均亩收益可达3万多元。”张莉说，

村里建起“莓丽乐园”，结合周边“沥

江生态园”“竹桥老街”等，与草莓产

业互动形成休闲产业集群。

据了解，上海通过实践探索出

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提高农

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不断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农民合作社、

联合社等模式促进农村土地高效配

置，注重产业组团发展、功能错位布

局。另一方面，不断提升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促进休闲旅游观光、乡居

康养、餐饮民宿、亲子研学、总部经

济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好白相”了
农旅体验更加丰富
看“浦江之首”三江汇流的潮

涌，吃土灶焖出的菜饭，喝大米汽

水、米奶茶，还体验围炉煮茶、骑马、

射箭、直升机等不一样的乡村农旅

乐趣……每到周末，松江区石湖荡

镇东夏村总是吸引大批游客，停车

排队要绵延数百米。

去年，石湖荡镇“荡里浦江，有

米有你”旅游线路成功入选“乡村是

座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黄浦江零公里处的“水文化”，

穿插“米文化”的农旅体验，让人流

连忘返。这也带动当地旅游业飞速

成长，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石湖

荡镇游客量达15万人次，同比增长

19%，旅游业营收同比增长10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截

至2022年底，上海已有39个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精品企业（园区）80个星

级示范点；已建成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9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261

个。不少新业态在乡村集聚，吸引

一大批青年下乡创业，也为乡村注

入了年轻活力。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昨天，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联合总

台CGTN、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共同主

办的“一起咖啡吧”嘉年华活动荣誉

榜单评选全网启动，评选专题页已在

总台旗舰新媒体平台央视频上线。

经上海各区首轮推选，上百家宝

藏精品咖啡店将分别进入“最佳烘焙

咖啡店”“最佳特调咖啡店”“最具氛

围咖啡店”“甜品特色咖啡店”四大赛

道展开激烈角逐，诚邀海内外网友自

3月31日至5月5日，关注央视频

“CMG上海”，共同参与投票。荣誉评

选结果将在5月底举办的第三届上海

咖啡文化周开幕式上发布。

“一起咖啡吧”荣誉榜单评选全

网启动，吸引上海全市近700家咖

啡店合力助阵，推出多元化促消费

活动，展现沪上千亿级咖啡产业所

带动的消费活力，积极助推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

“行走的咖啡人”城市艺术装置

也于当日“闪现”上海市黄浦区南昌

路，并将在此停留一周。3月以来，

“行走的咖啡人”步履不停，伴随嘉

年华系列活动，已陆续走过徐汇区、

浦东新区、黄浦区的核心街区，与无

数市民、游客不期而遇。3月17日，

“一起咖啡吧”嘉年华系列活动之首

届徐家汇咖啡生活节举行，“行走的

咖啡人”首站落地，以生动姿态诠释

“魅力上海”城市形象。

接下来，“一起咖啡吧”嘉年华

活动还将继续与上海各区联动举办

“咖啡+”主题活动，并不断推出由业

界顶尖音乐团队打造的双语主题

曲、系列表情包、《魔都咖友记》系列

短视频、“行走的咖啡人”城市联动

计划等一系列精彩内容。

刚刚闭幕的博鳌会场内，茶

香四溢。4天会期中，人手一杯各

具特色的中国茶。

“小绿杯”里的金骏眉，“小棕

杯”里的寿眉茶，冷热均可，任君自

取。在今年会场特别打造的“年迹

待客厅”里，小罐茶与年迹4天时间

里为现场提供了超过17500杯茶

饮。“这是中国茶饮与博鳌的第三次

牵手，接替了以前会场中提供的咖

啡。以茶待客，是希望让经过时间

淬炼的中国茶彰显东方文化底蕴。”

小罐茶负责人表示。

同样引人驻足的，还有身穿海

南少数民族黎族特色服饰的礼宾

员。她们身上的黎锦，经过“纺、染、

编、织”四道工艺，精美图案均由手

工刺绣，一件衣服耗费的人工长达

月余。相传黄道婆就是学得崖州黎

族的棉纺织技艺并传至松江。“每天

都有很多外宾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服

装，还和我们合影。”负责引导来宾

的金雪笑着说。

东屿岛文化公园正对着主会

场，是嘉宾们往来的必经之路。公

园里，疍家人带来的国家级非遗“疍

歌”悠扬婉转，诉说着渔家盼归之

情。古老的“钻木取火”技艺，也穿

越千年在这里重现，来自亮坎村的

非遗传承人黎文贤，拉动弓弦、转动

弓木，短短二三秒就取着了火苗。

董亚风是三亚天涯区布曲、布带、道

德三个村仅剩的9位黎族制陶技艺

非遗传承人之一，每天她都在向外

宾展示着黎陶技艺。

一株可以追溯的神奇野生稻，

零排放的“鱼菜共生系统”，可以现场

操作打卡万米深海风光的“奋斗者”号

模型，活体珊瑚养殖和海底牧场……

论坛上，脑力激荡，求同存异；论坛外，

展示文化，传递自信——作为中国重

要的主场外交，博鳌的大舞台上，不

仅有中国经济脉动吸引世界，也有

中国文化之美礼遇世界。

特派记者 金旻矣（本报博鳌今日电）

沪郊美，跟着赏花地图去白相
美在生态 富在产业 根在文化

谁是上海“最佳”咖啡店？
“一起咖啡吧”荣誉榜单评选全网启动

红茶绿茶任君选 身披“黎锦”待宾朋

博鳌会场内外吹“中国风”

（上接第2版）
陈吉宁指出，要认真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河湖长

制林长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索功能拓展，进一步推动滨水林

绿空间开放，抓细抓好“一江一河”

两岸公共空间建设和提升，打造更

多集游憩、休闲、文体功能于一体的

高品质公共空间。深入探索“公

园+”模式，强化文旅体优质资源导

入。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更好吸引

国际顶尖人才、集聚高端创新要素，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陈吉宁强调，要着眼长治共治，

扎实推进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再上

新台阶。做实考核机制，不断压实

责任，推动形成层层抓落实的生动

局面。完善法治保障，做好涉水、涉

林法规规章修订完善和地方立法工

作，依法治水，依法治林，严格执

法。凝聚更多力量、找到更多有效

途径，形成全社会共治的强大合力。

畅通集思广益的渠道，搭建各方参与

的平台，鼓励更多企业和园区发挥优

势，把民间河湖长林长的力量组织起

来、作用发挥出来，加快把上海建设

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龚正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指

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细化任务清

单，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履职尽责，

切实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

效。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快

建设一批环境基础设施，全面推进

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着力推

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公园城市，

形成更多绿色生态空间。各级河湖

长、林长要强化责任意识，压实属地

责任，更好担当作为，为建设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生态之城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

16个区设分会场，4500余人参加。

青浦区、金山区漕泾镇和闵行区浦

锦街道民间河长代表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