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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闸蟹进行捕捞和分拣。据工作人员介绍，蟹塘里的大部分

成蟹体重约 6 两，其中，公蟹最大可达到 9 两，母蟹最大则有

7 两左右。

10 月 24 日上午，2024 首届河蟹产业（上海）博览会（以

下简称为“上海蟹博会”）在上海农业展览馆盛大开幕。展会

期间，崇明区水产部门及崇明河蟹集团成员携河蟹新品系“崇

明 1 号”亮相，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助推崇明种源河蟹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崇明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周捷在展会上表示，受夏季连

续高温天气影响，今年崇明河蟹的上市期有所延后，但品质非

常值得期待。“通过自主研发‘崇明 1 号’，我们打破了崇明

蟹有种源无品牌的局面，希望以此次蟹博会为契机，将‘崇明

1 号’推广到长三角、进而辐射全国，不断提升崇明河蟹产业

的影响力。”周捷说。

除了种源保护与扩繁，如今崇明的蔬菜种植也用上了合成

生物学最新技术。2024 年夏天，上海“夏淡”绿叶菜绿色高产

高效示范方创建和比赛活动中，来自崇明的上海玉英蔬果专业

合作社的鸡毛菜登场竞技，荣获鸡毛菜生产优秀示范方一等奖。

在今夏持续高温天气的挑战下，这里的鸡毛菜能获此殊荣，得

益于一项“黑科技”加持。

过去，土壤盐渍化长期影响着崇明的蔬菜生长。2023年底，

来自浦东张江的科技企业康码高产（上海）生物有限公司给这

项难题找到了破解之路——利用蛋白质改良土壤。复旦大学遗

传生物学出站博士后战荣荣，如今是康码高产（上海）生物有

限公司产品市场部总监。据她介绍，使用人工合成蛋白质新型

有机水溶肥，辣椒、茄子、生菜、芋艿等农作物实现了 15% 至

40% 增产，抗病害能力也得到增强。其中，也包括上海玉英蔬

果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鸡毛菜。

从“崇明白山羊”“崇明 1 号”和“服用”蛋白液的蔬菜

这些鲜活故事可以看到，崇明发展农业，并非只关注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而是要发展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定位相匹配、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目标相契合的现代科创农业。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上海的一项战略考量和长远大计，

上海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指数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已连续多

年保持全国第一。而崇明区以上海全市 1/5 的陆域面积，供给

了 1/3 的地产农产品。崇明的农业科技水平，直接关系到上海

的“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也是上海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和农业产业韧性提升的重要组成。

如崇明区委书记缪京所言，崇明作为上海最大的农村地区，

更有责任和义务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在种源农业、设施农业、

智慧农业、品牌农业等领域深耕细作，积极构建与世界级生态

岛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农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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