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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民眼

炎炎夏日，瓜果飘香。本周大
量上市的金山蟠桃，堪称抢手货，
预订已排到一周后。金黄香甜的
奉贤黄桃、甜蜜多汁的南汇水蜜桃
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你可能不
知道，金山蟠桃中的玉露蟠桃、奉
贤黄桃和南汇水蜜桃都有一个共
同的老祖宗——上海水蜜。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名

的上海农业种质资源就是‘上海
水蜜’。”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专家叶正文对它赞赏有加：“在
果蔬界，尤其是桃界，如果你不知
道‘上海水蜜’，就代表你根本没

有入行。”
数据显示，世界上95%以上的

水蜜桃栽培品种均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上海水蜜。包括阳山水蜜桃、
日本冈山白桃、美国“爱保太”黄桃
等，都是上海水蜜的后代。如今，
虽然上海水蜜的最原始种已经没
有了，但一些较原始的品种，如龙
华水蜜、撒花红蟠桃、陈圃蟠桃、白
芒蟠桃等，还保存在上海农科院桃
种质资源圃中。
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
性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
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做好保护
工作是第一位的。
保护是为了更好利用，我们要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夏
日的“甜蜜”仍然大有文章可做。
叶正文建议，要进一步提高种质创
新利用水平，创造新种质，培育新
品种，满足日趋多样化的市场。对
于现有的品种，要打好品牌。
提纯复壮必不可少。就在上

个月，上海四大甜瓜之一七宝黄金
瓜回归的消息，唤起一代人“记忆
中的味道”。七宝黄金瓜曾经濒临
消失，技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走访
打听，寻找原始种子，随后对从老
农民手中获得的瓜种进行提纯复
壮，在此基础上研究标准化生产模
式关键技术，打造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使七宝黄金瓜在保留原有香
味十足、皮色金黄、外观漂亮优良

特性的同时，在果型、果肉厚度、果
实甜度等方面均有了提升，商品性
也有了明显提高。
上海特色地产瓜果的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例如，金山蟠桃比起
巅峰时期已经减少不少。这几年，
吕巷镇实施蟠桃产业“再整装、再
出发、再辉煌”工程。今年，吕巷镇
成功申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金山蟠桃复合栽培系统入选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也是上海首
次入选该名录。
奉贤黄桃的金字招牌也曾一

度暗淡无光。在奉贤黄桃种植攀
上巅峰后，遇到“地老、树老、人老”
三老问题，后来通过老桃园更新、
优化品种布局、建立农业标准化管

理体系和品牌化宣传销售体系，历
经三年坎坷，终于在去年涅槃重
生。接下来，奉贤还将推出更多
“黄桃+”产品，如黄桃汽水、黄桃肥
皂、“黄桃+民宿”等，把农业增值收
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发展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科
技的进步、政策的支持，上海特色
地产瓜果迎来了发展机遇期。通
过不断改进口味、提高质量、赋予
文化内涵、讲好品牌故事，产品附
加值就更大，价格也就卖得更高，
消费者也更“买账”。不但老品种
能焕发新活力，老味道也能吃出新
时尚。

上海老味道 吃出新时尚
屠 瑜

抓住三个“牛鼻子”
做好中心城区大文章

退役军人创造
“小区加梯奇迹”
——记西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高君锋

新征程 新奋斗

九旬老人谢万财住在闵行区虹

桥镇西郊公寓6楼，他喜欢下楼和

老伙伴一起散步聊天，因为装了电

梯后，“下楼很方便”。西郊公寓是

上海市首个整体装配式施工加梯的

小区，也是闵行区首个批量论证整

小区集中加梯的小区，居民们都说，

这里面都是“小高书记”的功劳。

群众需求记心间
居民口中的“小高书记”，就是

西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高君锋。“小

高书记”告诉记者，西郊公寓是

1998年竣工的农民动迁小区，里面

都是多层建筑，入住人口以老年人

居多。2018年，谢万财从报纸上看

到加装电梯的消息，就找到高君锋，

表示自己每次上楼都要走走歇歇，

至少花一刻钟，太吃力了，希望能加

装电梯。

群众的需求，高君锋记在心

里。2018年10月，高君锋得知可以

探索社区加装电梯，他第一时间开

展谢万财所在楼栋的加梯征询工

作，“那时候，加装电梯还是新鲜事，

没有经验可借鉴”，他开始自学加梯

政策，一方面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

支持，一方面带领支部党员、居委干

部，一家家上门搜集居民意见建

议。经过4个月的沟通，最终完成

征询。到2021年初，谢万财所在楼

栋的电梯终于投入使用，加梯的好

处有目共睹，其他楼栋居民自然也

有了加梯意愿。

一个月开32场协调会
“加装电梯要出多少钱”“会不

会影响房屋质量”“以后维修费怎么

出”……对于居民的“十万个为什

么”，2021年5月8日至28日，差不

多一个月里，高君锋召集了32场加

梯协调会，“居民白天要上班，协调

会放在晚上开，我经常弄到11点才

回家。”高君锋说，经过充分沟通，大

家终于达成共识——整个小区由同

一建设单位加装同一品牌电梯。

当时，小区58个门栋已装42

个，“是不是再冲冲”，于是装到第52

个门栋，“要不要再努力下，最后6个

门栋也装上”，最终也如愿以偿。

为保证施工质量，高君锋邀请

社区居民参与成立“加梯监督小

组”，每个工地都有居民盯着。一个

电梯井要打54个桩，居民姚国安是

加梯监督小组成员，有次巡逻发现少

打9根桩。高君锋让监督小组、保安

和施工方一人一张纸一支笔，每个人

都数一遍，结果发现少打11根。

到今年1月，西郊公寓符合条

件的58个门栋的电梯加装全部竣

工并通过验收且投入使用，最后一

台电梯加装仅用了80天。

高君锋是退伍军人。今年，他

参加上海“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宣讲

活动，他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

虽难，做则必成，我将以更饱满的热

情，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退役军人

和党总支书记的使命和担当。”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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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提升发展能级，
增强科创动力，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高质量发展在申城

本报讯 （记者 孙云）锻长

板、扬优势、优布局、强功能，全力

做好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的大文

章。今天上午，“高质量发展在申

城”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

来到徐汇滨江，举办“加快城市更

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徐汇区专场，

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等与记者见

面，介绍徐汇区以城市更新为抓

手，提升城区功能、激发创新活力、

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有关举措，

徐汇区区长钟晓咏等就外向型经

济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实施两轮城市更新
曹立强介绍，“十四五”期间，

徐汇先后实施两轮“5+1+X”城市

更新行动。第一轮主要集中在徐

汇滨江地区，以成片土地收储为

主，涉及用地面积285公顷，年内

将基本完成。今年启动新一轮三

年行动计划，沿中山南路等5条主

干道和大徐家汇地区，初步形成

更新项目108个、涉及土地334公

顷，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两轮行动中，徐汇区抓住三

个“牛鼻子”：

● 整合功能 刚召开的徐汇

区委全会提出打造五大功能区——

大徐家汇功能区、西岸滨江功能

区、漕开发拓展功能区、徐汇中城

功能区和华泾门户功能区。例

如，徐家汇是徐汇的名片，在近两

年打造徐家汇中心等商圈更新标

志性项目基础上，近期还推进太

平洋百货、第六百货整体更新，推

动商圈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

徐家汇商圈向北连通衡复风貌

区，向南拓展至徐家汇体育公园，

联动中国科学院等科创资源，使

大徐家汇功能区作为中央活动区

的功能更复合，能级不断提升。

● 产业升级 徐汇对照全市

产业地图，通过城市更新、腾笼

换鸟，规划“4+3+X”产业布局，打

造特色产业园区，不仅提供项目

落地的优质载体，更培育产业生

长的良好生态。像现代金融产业

重点布局“一城一街”，“一城”即

西岸金融城，重点集聚牌照类、国

际化标杆机构，“一街”是衡复金

融街，依托海派文化和高品质老

洋房资源，构筑私募投资机构集

聚区。

● 畅通循环 交通是发展的

基础，徐汇作为中心城区，总体上

交通非常便利，但南北差距依然

比较大，“中梗阻”现象较明显。

今年，徐汇实施“六纵”路网计划

辟通6条南北通道，同时优化五大

功能区配套道路，全年共开工天

钥桥南路辟通等31条道路，植物

园下穿隧道也在研究中。

为创新提供硬支撑
徐汇“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大

园”集聚，以创新主体为圆心，推

进周边城市更新，打造更加开放

的载体空间，加深校区、园区、街

区、社区的互动融合，为培育全链

条创新生态提供硬支撑。

据曹立强介绍，徐汇将开放

科创街区，把建设体量逐步拓展

到240万立方米，建设6个“科创

街区”，包括枫林生命健康、漕河

泾数字技术、环交大人工智能、环

华理生物材料、视听器械、营养健

康等，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区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与交大、复

旦、中山医院等合作，探索做强概

念验证中心、临床研究管理中心

等平台，发挥10亿元区域科创基

金“投早投硬”作用，打通创新成

果转化的全链条。

上海最早的国家级经开区、

高新区——漕河泾开发区也将焕

新出发。徐汇将通过设立上海园

区高质量发展基金，推动华美达、

申能等重点项目约48.6公顷土地

更新，重点建设漕宝路科创轴带，联

动上师大、应技大、上海自仪院等创

新主体，试点“工业上楼”制造模式，

打造链接漕开发和徐汇滨江的功能

纽带，同时，新建北杨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拓展战略发展空间。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发展的目的是为民造福。徐

汇始终坚持“财力一分增长、民生

一分改善”，以城市更新为抓手，

持续推进公共设施完善、居住品

质提升，更好满足老百姓的美好

生活需要。

● 加快“三旧”变“三新”，让
老旧住房穿新衣、老旧小区换新颜、
老旧小区居民过上新生活 “十四
五”以来，徐汇已完成剩余的800

多户零星旧改，正在全力推进26

万立方米不成套房屋改造和900

万立方米旧住房修缮，分三年滚

动实施。

● 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
圈” 依托各级党群服务阵地，在

全区的40个片区全覆盖式打造邻

里汇升级版、一站式的“生活盒

子”，满足全年龄人群需求，尤其是

“一老一小”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

效照护。

● 提升公共服务配置 徐

汇区不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设

施布局，在南部增设基础教育学

校，与中山医院合作的南部医疗

中心年内运营，推进南部养老中

心、老年护理院等医养结合项目

建设。同时，推进“绿色徐汇点线

面”提升计划，加快建设100公顷

环城生态公园带（徐汇段），新增

一批口袋公园、街心花园、城市绿

道，推动开放单位附属绿化，导入

灯光球场等“公园+”功能，努力做

到居民群众出门300米就能走到

一块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