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 洁

观赏萤火虫翩翩起
舞，乘坐皮划艇畅游水乡，
品一碗土灶菜饭，捧一杯
稻香咖啡……或许，每个
都市人心中，都藏着一个
田园牧歌的乡村梦。

上海乡村，就是紧邻
都市的“诗与远方”。

它是繁华摩登背后的
另一张“上海名片”——占
全市面积  %以上的郊野
乡村地区，展现超大城市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它也
是诗意栖居的向往之所
——随着美丽家园、绿色
田园、幸福乐园“三园工
程”的推进，不断提升的自
然环境、日益丰富的创新
业态，吸引越来越多人关
注乡村、回归乡村。

从新鲜优质的美食，
到自然生态的美景；从寄
托乡愁的农耕文化，到产
业兴旺的新型业态……一
幅动人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在沪郊大地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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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农产品
俘获市民味蕾

甜蜜清新的南汇8424、如珠如玉的马陆

葡萄、晶莹多汁的庄行蜜梨、香气四溢的金山

蟠桃……每年盛夏，缤纷多彩的地产瓜果，总

是市民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消暑主角。

沪上地产农产品，缘何俘获市民味蕾？

这背后，是上海发展高端农业、精品农业、品

牌农业的不懈努力。

走进浦东新区书院镇的上海庭娆果蔬专

业合作社，西瓜大棚内，一藤一蔓一瓜，排列

整齐，静待采摘。“我们合作社种的‘南汇

8424’使用的是‘稻瓜轮作’模式，一般是五年

一轮种，并且都是原种原苗。”合作社负责人

乔占介绍。悉心种养下，“南汇8424”成熟后

个头适中，果皮鲜亮，花纹清晰，成为当之无

愧的“瓜中顶流”。

“南汇8424”的绿色优质，还有严格的“智

慧保障”。作为上海市首批上链农产品，“南

汇8424”已实现了“一瓜一码”。它们的统一

外包装上张贴着承诺达标合格证，圆滚滚的

西瓜上也贴有椭圆形溯源码，从施肥、用药信

息，到仓储物流、终端销售，西瓜的“成长记

录”清晰可查，也让市民吃得更放心。

同样是数字赋能，今年，马陆葡萄的区块

链溯源应用场景也正式上线，实现葡萄生产全

过程的透明化和可追溯化。马陆葡萄精品果

标准也制定推出，对果皮颜色、果穗紧密度、果

粒整齐度、穗型、果实风味、果实肉质、外观等

作了详细规定，在严格把控葡萄品质的同时，

也为精品葡萄“按串销售”奠定基础。今年，农

业农村部开展第二批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

型案例征集活动，马陆葡萄案例成功入选。

沪上地产农产品，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稳步前行。8月13日，金山区廊下镇一片金

黄的稻田里，收割机正忙碌地穿梭其间，由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专家团队选育的特早

熟优质节水抗旱稻八月香系列稻米如期开

镰。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八月香系列稻米收入

囊中后，这片土地还能多种一茬短生育期的

鲜食玉米，或者两茬速生菜，以“稻+”轮作模

式提升经济效益。

超过40℃连日高温下，稻谷依然穗粒饱

满；鲜食玉米从“论斤卖”，变为“论个卖”……

这些都得益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农业、智

慧农业的加持。

2023年，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指数连

续5年位居第一，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80.13%。

非遗传承
重现儿时滋味

在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有一碗有名的

土灶菜饭，也有一位有名的“菜饭阿婆”。

李菊观，自小跟随祖辈学烧菜饭，是“廊

下土灶菜饭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她坚

持“菜饭三老”原则——老阿婆、老灶头、老柴

火，才能烧制出真正美味的菜饭。

廊下土灶菜饭由当地出产的大米、菜籽

油、猪油、青菜等主料，伴以盐、料酒、白糖等

调味品，再用廊下土灶烧制而成。材料放入

的先后顺序、比例、火候都有讲究。如此，才

有这一碗吃起来软糯鲜香、锅巴焦香的土灶

菜饭。

随着中华村农家乐的应运而生，“菜饭阿

婆”也成为廊下农业旅游的“滋味担当”。凭

借对食材的精益求精、对烹饪的匠心独运，这

道看似普通的菜饭变得美味可口，吸引许多

人慕名“打卡”。

像这样的沪郊传统美食，总能触动食客

味蕾。市民游客喜爱村落的田园清丽，向往

此地的闲暇生活，更爱这一口非遗传承的别

样滋味。

夏日三伏，正值农家米酒新酿成之时，也

是吃羊肉喝烧酒的上佳时间。在奉贤庄行，

大大小小的羊肉馆、餐厅、农家乐，都迎来了

一年里生意最为火爆的时候。清晨五六点，

就已经有当地的“老饕”前来，三五好友做伴，

熟练地点上一盘羊肉、一壶烧酒。一口羊肉、

一口羊汤、一口烧酒，真可谓大汗淋漓、痛快

酣畅。羊肉烧酒，不仅是美食享受，也蕴藏着

夏日养生的智慧。每年入伏以后，吃羊肉喝

烧酒的“盛景”已成为庄行镇的一张亮丽名

片，伏羊节成为庄行镇的一块“金字招牌”。

传统味道，承载着无数人的儿时回忆；具

有浓厚乡土情怀的乡村非遗美食，也随着时

代变化焕发新的活力。

重阳将至，又到了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罗泾四喜风糕的热销时节。除了香甜软糯

的行盘糕、满囤糕、寿糕、定胜糕外，去年起，

罗泾非遗项目管理者郑晓蓉联合东华大学唐

承鲲师生团队共同研发，首次推出了咸口风

糕。随着一次次改良创新，四喜风糕的造型

口味，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一碗碗菜饭，一片片羊肉，一块块风

糕……非遗美食的背后，是传统手艺的坚

守与传承，是乡村文化的赓续与创新，更蕴藏

着浓浓人间烟火、丝丝缱绻乡愁。

田园水乡
展现自然之美

从村民码头下水，驾“一叶扁舟”，在河面

畅行，在林间穿梭，在大自然的环抱中深呼

吸；蜿蜒水系被参天绿树包围，伸手便可触碰

到芦苇荡，不时还有白鹭伴你而行……今年

夏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来到淀山湖畔的岑

卜村，来一场别样的清凉之旅。

一面向水、三面环林，村域内河港纵横、

鱼翔浅底，凭借得天独厚的水环境，青浦区金

泽镇岑卜村被誉为“魔都小亚马逊”，也成为

沪上皮划艇爱好者的快乐家园。

2009年，岑卜村被列为首批全国生态文

化村；2022年，成功创建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

范村。夏夜里飞舞的萤火虫，便是岑卜村生

态环境的最佳见证——这些夏夜精灵对栖息

环境极为挑剔，要有干净的水体、丰茂的植

被，还要避免灯光污染。

炎炎酷暑，烈日当空，繁华的都市总是带

有一丝浮躁与压抑，此时，绿意盎然、清爽宁

静的田园风光，便更能体现稀缺价值。

位于闵行区浦江镇、黄浦江东岸的浦江

郊野公园，像一颗点缀在都市核心圈边缘的

绿宝石。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柳鹭田园区正是

按照古诗意境，在原有的田园基础上，重新打

造了可种植、可采摘、可观赏、可享美食的综

合农艺互动体验区。

去“芙蓉镇”听风赏荷，也是一个不错的

避暑选择。“荷塘月色 ·印象新浜”2024上海松

江荷花节，正在如火如荼开展，这场集赏荷、

游园、文化体验、美食等于一体的荷花盛会，

将一直持续到10月。

松江区新浜镇与“荷”结缘由来已久，早

在1500年前，新浜镇因地小多圩，形似荷叶，

被称为荷叶地；元代时，又因遍植荷花、风景

秀丽而得名“芙蓉镇”。

今年荷花节主题区域位于新浜镇胡家埭

村，这是镇上有名的“芙蓉村”，拥有华东地区

荷、莲品种最多的种苗基地。今年荷花节的

核心赏荷区面积达44亩，共有1000余种荷花

与睡莲。满塘荷花竞相绽放、摇曳生姿，翠绿

的荷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荷花映日、莲叶

接天”的美景尽收眼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上海共

有7批、155个村列入了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计划，提前一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截至2023年底，已建成前五批乡村振兴

示范村112个，第六、第七批在建乡村振兴示

范村43个。

从“美丽环境”到“美丽经济”，沪郊乡村

自然生态的“高颜值”，赋能文旅、民宿等多元

业态蓬勃发展，让都市人群近距离感受原生

态野趣的同时，也让村民们的钱袋子日益鼓

了起来。

缤纷跨界
体验沪上风情

上海被誉为咖啡之都。当咖啡遇到乡

村，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一杯杯“果咖”“米

咖”“花咖”创意亮相，为市民奉上独属乡村的

新奇咖啡体验。

在松江小昆山镇，万亩良田间的大米加

工厂开出一家米咖吧。米咖啡选用松江大

米，用破壁机打碎后过滤出细腻丝滑的米汁，

与现磨萃取的咖啡液一同调配。用米汁代替

了牛奶，微甜的米汁中和咖啡的苦味，咖啡醇

香和米香交织融合，别有一番风味。这是小

昆山大米加工厂“三产”融合发展的一次实

践。如今，小昆山大米加工厂集加工、销售、

旅游体验于一体，实现从“卖大米”向“卖文

化”的转变。

在浦东新区海沈村，一杯“露珠里的世

界”成为新晋网红咖啡饮品。以“玉姑甜瓜”

瓜身为滤纸，按比例放入咖啡粉，通过冲淋手

法鲜萃的咖啡——“土特产+咖啡”的跨界让

水果自然新鲜的特点更加突出，也为种植户

创造了可观的产业价值。

而在崇明庙镇镇东村，千亩森林深处的

515森林甄选咖啡店里，有一款藏红花拿铁。

“藏红花是庙镇的特产，店里的藏红花都来自

本地。”店内咖啡师介绍，庙镇拥有全国最大

的藏红花人工种植地，藏红花拿铁是515森林

甄选咖啡店结合崇明当地特色，创意开发的

招牌饮品之一。除了藏红花拿铁，店内还新

推出一款藏红花柠檬姜茶。“看到菜单上的藏

红花，来游玩的游客大多会点上一杯，体验当

地特色。”

翻阅网络上的评价，相较于咖啡本身的

口感，人们感慨更多的还是乡村本身的变

化。“村咖”的花样，如同一块块精美的石头，

激荡起乡村振兴的一圈圈涟漪。诸如此类的

“跨界”混搭，成为沪郊新潮流，向市民游客展

现了多元的乡村风情，也为乡村“宝藏资源”

的“出圈”铺就了新的舞台。

村庄变美之后，除了采摘游、农家乐、民

宿等传统项目之外，更多科创、文创、农创的

新型业态，正在上海乡村遍地花开。

去年，青浦区赵巷镇方夏村成功创建为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就形成了一系列新型

乡村产业合作新模式。例如，“镜泊秦汉”方

夏时尚中心项目将村里废弃的幼儿园与老年

活动中心两栋建筑修葺一新，建立起以海派

华服时装文化和数字服装为主体的文创旅游

项目。又如，一家从市区慕名而来的科技企

业，在村委会建起了南岸创新中心，看中的正

是优美的乡村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氛围。

今天的上海乡村，有了更多缤纷色彩。

它在一次次蝶变中，重新被唤醒、被定义、被

赋能，以更优美的身姿、更开放的怀抱，吸引

着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回应着市民游

客对“诗与远方”的孜孜探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上海正积极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进一步传承好农

耕文化，导入好新产业、新业态。”上海市农业

农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志勇表示，“我

们希望让和美乡村成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美丽后花园，成为都市人群近

悦远来的诗意栖居地，与社会共享乡村振兴

的丰硕成果。”

上海9个涉农区，拥有众多资源，包括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星级园

区、郊野公园、市级星级民宿等点位。抓住夏

天的尾巴，不妨寻着2024上海美丽乡村休闲旅

游行（春夏季）精品线路，一起追风拾野吧！

   浦东新区
追浦东滨海夏日，寻乡村独特韵味
上海市区→浦东红窑→外灶村→书院人

家→芦潮港公园→春花秋色公园→南汇嘴观

海公园

东海之滨，碧波荡漾。前往南汇嘴观海

公园赶海，观赏日出的绚烂与日落的静谧，追

寻未竟之梦。

   闵行区
赏闵行绿野江畔，咏乡风乡情乡愁
上海市区→航育种子基地→浦江郊野公

园→杨姆酒庄→富春小笼→革新村→  农

庄→方圆生态园

领略科技农业航天育种的魅力，体验亲

子采摘休闲垂钓的乐趣，在观花赏叶的乡野

农趣中感受江南的农耕风情。

   嘉定区
游嘉定华亭田园，尝时令瓜果之味
上海市区→哈密瓜主题公园→乡悦华亭

度假村→亨嘉庄→毛桥集市→愚农庄园

沿着霜竹景观路一路而行，在各处景点

体验采摘、观光、休闲户外运动、乡村民宿等

诸多特色项目，享受自然的惬意。

   宝山区
享宝山文香罗店，誉活力乡村之美
上海市区→天平村→闻道园→宝山寺→

罗店古镇→远景民俗画村

罗店以棉花业著称，有诗云“东去吴淞路

不遥，人家尽种木棉花”。今天，罗店的水变

得更清、天变得更蓝、村庄变得更美。

   奉贤区
品野趣诗酒花茶，观乡村振兴浪潮
上海市区→浦秀村→糖梨花泽→泊林玖

房民宿→渔沥农场→花米庄行

稻田泛出多彩的颜色，为乡野注入了一

份斑斓。奉贤，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逐渐焕

发新的生命力。

   松江区
追松江云间田野，赏江源花黄米香

上海市区→小昆山镇油菜花节→荡里有

米产业社区（浦江之首）→涌禾农庄→云间客

栈→云间吾舍田园综合体→上海国际森林营

地→云间卉谷

沿着黄浦江两岸生态涵养林，打造集田

园休闲度假、乡村生活体验、健康养生于一体

的大都市近郊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走廊。

   金山区
赏金山繁花似锦，闻果蔬清茶飘香味
上海市区→上海思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吕巷水果公园→廊下生态园→花开海上

生态园→九丰农博园→新义农庄→沪枫茶园

花园、果园、菜园、茶园……繁花金山，果

蔬飘香。千亩赏花主题公园花开海上生态

园，观赏树苗800多个品种。

   青浦区
游青浦乡村秘境，圆农耕花田之梦
上海市区→君宴蔬果花园→花田里→联

怡枇杷乐园→田园梦→和田睦舍→岑卜村→

山二一宅民宿→蘑幻森林

到青浦，感受“村在林中、房在树中、人在

绿中”的文明生态景象，体验农耕文化自然之

美。

   崇明区
崇明乡野之魅，寻觅万花的秘语
上海市区→中樱航空主题互动空间→源

怡花园→仙桥生态村→香朵开心农场→玉海

棠景区→明珠湖景区

花卉，已成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一张

绿色名片，欣赏它们绚丽多姿的形态，感受独

特韵味。

抓住夏天的尾巴，一起CountryWalk

  -  
    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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