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年 月  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竹建英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天上

午，2023年上海市“农村移风易俗主

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奉贤区举行。

上海将围绕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的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举办地六墩村，是一

个典型的沪郊乡村。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瞿东告诉记者，农村

地区的一大特点就是亲属特别多，

如果全部邀请一遍，桌数将非常惊

人，导致操办婚丧嫁娶仪式的成本

居高不下。“以前村民举办婚礼或者白

事，基本上要花费20万元以上，很多情

况下是为了面子大搞排场，因此很有

必要给浪费奢靡之风踩下刹车。”

据了解，六墩村在开展婚丧嫁

娶移风易俗的宣传后，效果非常明

显，村民们开始逐渐接受厚养薄葬、

节俭婚礼等等文明风尚。六墩村提

供了村民会所作为活动场地，可以

用较为实惠的价格举办各类仪式。

同时，鼓励村民采取各种方式，逐渐

降低仪式成本，例如只邀请直系亲

属来避免大操大办。许多村民表

示，其实以前也不是心甘情愿攀比，

但大家都是如此所以有些“身不由

己”。如今政府提倡移风易俗，他们

也非常乐意支持，可以节约成本一

半以上。瞿东告诉记者，最近六墩

村有两户村民举办葬礼，不仅听从

建议从简举办，还主动向其他村民

开展宣传，在村民们的大力支持

下，婚丧嫁娶新风尚已经在六墩村

逐渐形成。

启动仪式聚焦婚俗殡葬改革、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乡村基层治理、

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等内容，通

过现场宣传、文艺汇演、典型宣讲等

形式，充分展示近年来全市农村移

风易俗工作取得的成效。此外，启

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全市农村移风易

俗主题宣传月活动菜单，精选了各

涉农区30项主题宣传活动，并公布

活动信息，方便广大村民参与。

“多帮一人都值得”
牛老板爱心送餐

“事事关己，博爱众人。”这是

多年在上海打拼的80后、上海品

膳房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洪水

奉行的人生原则。对于身边的外

来务工者和弱势群体，他始终感

同身受，牵挂在心。

2022年5月19日，宝山区罗

泾镇塘湾村的牛洪水在网上看到

虹桥火车站有返乡旅客滞留，缺

食物缺水等生活物资，便立刻带

着同事到虹桥火车站实地了解情

况。他看到滞留旅客们的困顿情

状，内心百感交集，脑海中想起

自己20多年前刚来上海时那段

艰难打拼的岁月。“1998年刚来

上海的时候，我也睡过火车站，

经历过才会感同身受。我不能看

到了当没看到，我要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去帮助他们。”牛洪水心

里暗下决心。

当晚，牛洪水带着准备了一下

午的600份盒饭和饮料来到火车

站，为滞留旅客送上一份份热腾腾

的饭菜，一送就是13天，总共送出

了15000多份盒饭。6月1日，牛洪

水为送出的最后一次“爱心餐”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在每一个饭盒上贴

上了“六一节快乐”的标签。“我希望

所有来过上海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

城市的温暖、这座城市的爱！”

牛洪水的爱心与奉献由来已

久。2018年，出于对周边社区空

巢老人的关爱，他在自己的饭店

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公益重阳节

晚会；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部分企业有些忙乱，他开启了

为周边企业免费提供盒饭的行

动，还在同年5月将自己的塘湾

总店免费作为宝山首届“塘湾母

亲花文化节”举办地。

“我的慈善之路会一直走下

去，只要能多帮助一个人，都是

意义非凡、十分值得的！”牛洪水

如是说。为可能，尽所能，也许这

就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情谊。

十多年捐百余万
“蒋赵”助学子圆梦

本市宝山区大场镇居住着一对

“90后”党员夫妇：98岁高龄的蒋孔

悌和他91岁妻子赵琴。2010年起，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蒋

赵”。十多年来，他们将积攒的100

多万元退休金悉数捐出，帮助130

多名来自新疆、青海、宁夏、广西、四

川等15个省市的贫困大学生圆了

求学梦。

蒋老伯是离休干部，十多年前，

面对赵阿姨“接踵而来”的心脏病、

冠心病、神经衰弱甚至神经瘫痪，

每月大量的诊疗支出让靠退休金

生活的他们开始经济拮据。直到

2010年，赵阿姨病情逐渐好转，经

济状况才慢慢好起来。收入有了

结余，有50多年党龄的老两口便

琢磨着要献爱心，帮助更需要帮助

的人。有一天，蒋老伯在报纸上看

到了“手拉手慈善助学”活动，报道

中汶川地震灾区9名大学生的困

境让老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二

老当即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助孩子

们完成读书的心愿，第二天一早就

赶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因为手

头资金有限，只能先资助9名汶川

地震灾区的困难大学生和1名孤儿

困难学生上学。他们决定只留下两

人的姓——“蒋赵”。自此，“蒋赵”

一次次来到慈善基金会，资助了一

批又一批学生。

尽管省吃俭用，但有时助学金

还是不够。当他人提出共同资助

时，二老笑着摆摆手，“子女也很支

持我们，只要问他们要，他们就拿出

来”。如今，子女悉心照料着父母，

也时刻关注着需要帮助的学生，像

父母那样以己之力、尽己所能。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蒋赵”资助

的学生中，已有106人从大学毕业，

其中3人将第一个月工资捐赠给公

益基金会，接续“蒋赵”的奉献之举。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用无私大爱
演绎人间真情

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等中华传统美德，是铭记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中，支撑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
位是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获得者牛洪水，用爱
心餐在特殊时期向滞留旅客传递了“上海之情”；一对是“中国
好人”九旬夫妻，十多年来捐款百余万元，帮助   多名贫困大
学生圆了大学梦。他们用无私的大爱演绎了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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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随“四季看新疆”之

“沿着河湖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

访了喀什地区。现代化的绿色产

业让这里满目翠绿，生机盎然，曾

经的戈壁滩如今种上了苹果树，园

区已与盒马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西梅、哈密瓜、葡萄等甜美瓜果变

身干果，“轻松”走出新疆，销往全

国各地。

向戈壁滩要效益
“我们要努力做的，就是向戈

壁要产业、要效益、要就业！”喀什

地区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

负责人张国军自豪地说。原本光

秃秃的戈壁滩如今种上万亩果林，

建成了新疆最大的无支架半矮化

密植苹果示范基地。

记者走进鲜果基地一期项目，

50余万株苹果树整齐排列，去年种

下的果树不少已开始挂果。上百

名工人穿梭在果林中，忙着为果树

拉枝开角，帮助其次年分裂出花

芽，顺利结果。等到11月，红彤彤

的苹果将盈满枝头。依靠科技、资

金和努力，荒滩变“绿洲”。“特别要

感谢上海援助的2500万元资金，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张国军说。

“采用矮化密植模式，提升了

土地利用率和亩均经济效益。”泽

普县金凤泽普农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买买提衣明 ·玉力瓦

斯告诉记者，富民产业园是新疆最

大的苹果矮化密植无支架栽培模

式示范区，总规划建设面积4.3万

亩。基地采用“公司+林果技术”合

作社模式，打造“金凤泽普”鲜果品

牌，主要种植“维纳斯黄金”“秦脆”

“瑞雪”三个精品新品种。当果林

第五年进入丰产期、亩产量达4吨

时，亩均收益可达4万元以上。

“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每亩

地用水250立方米，加上冬灌等亩

均年用水量约450立方米，比起漫

灌，每亩地年节水量约250立方

米。”张国军表示，基地在实践中总

结出适宜果林的滴灌频次、用水量

和科学水肥比例等高效节水技术

管理标准，以及无支架半矮化栽培

与青砧应用等重点技术，并在全县

进行示范推广。

瓜果成健康零食
脱皮、去核、冻干，在新疆泽普

县闽龙达干果产业有限公司，新鲜

的哈密瓜、西梅等应季水果通过先

进的FD冻干生产线，锁住了水果

的营养成分，将新疆原汁原味的水

果送到千家万户。

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美誉，喀

什地区更因光热水土资源条件得

天独厚，全年日照时间平均达到

3000小时，是全国重要的林果生产

基地。然而像西梅、哈密瓜等地域

性明显的特产水果，对生长环境要

求非常严苛，口感清爽甘甜但最佳

赏味期较短，疆外的消费者很难购

买到鲜果。引进FD冻干技术后，

喀什瓜果的鲜甜被锁在了轻盈便

携的水果零食袋中，成为了辐射全

国消费者的健康零食。

记者来到清洗烘干车间，看到

一颗颗西梅正在依次进行8道清

洗工序，15分钟后，进入自动循环

烘干机中，4—5小时后，烘干的西

梅将接受太阳的“烤”验，经过“三

蒸三晒”的流程后，美味的西梅干

就此诞生，并“轻松”走出新疆，去

往全国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新疆闽龙达干

果产业有限公司是首批落户喀什

的上海市援疆企业，是上海闽龙实

业有限公司在2010年参与上海对

口援建新疆工作时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2011年1月进驻泽普县工业

园区。作为首批落户喀什的上海

市援疆企业，公司扎根新疆十多

年，已形成基地种植、农户收购、加

工生产、渠道销售农业全产业链质

量控制体系。

“我们利用当地红枣、核桃、苹

果等各类林果资源，通过精深加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经过十多年发

展，开发了干果、花果茶、坚果炒

货、冻干4条深加工产品线，并形

成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全产业

链模式，带动种植户2000余户。”

公司总经理孙磊说，公司解决贫困

户就地就近就业约1000人，季节

性用工1000多人，收购特产带动

近2万农户脱贫。

本报记者 郭剑烽

记者走访喀什地区现代化绿色产业园

荒滩变身苹果林
美味干果“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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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菱鲜甜脆嫩，

受到市民喜爱。离

中秋节还有十几天，

被称为中秋“三宝”之

一的红菱已悄然上

市。今天上午，金山

区朱泾镇万联村的红

菱种植点，农户们一

人一桶蹲坐其中，在

铺满一簇簇菱叶的

塘面上娴熟地采收

红菱。据悉，红菱每

七天可以采收一茬，

一共可以收七茬。今

年，基地里的红菱可

以供应至十月中旬。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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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今在奉贤区启动

对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踩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