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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城：五色之地，产城融合开新局
做好做实“农业+?“农村+?的大文章

·专版

2021 年 1 月上旬，浦东新区泥城镇第三批动迁安置房历时 3 天

抽签完毕。 拿到新房钥匙的居民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简单收拾一下，

就可以在新房里过春节啦！ ”“这回总算是住在自己家， 不再颠沛流

离。 ”“新房肯定要好好装修一番再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之情。

泥城之名，由来已久。 泥城的土地由长江和钱塘江水夹带的泥沙

长期冲积而成。 清雍正四年（1726），泥城西北部开始有人栖居生息。

清道光、咸丰年间，今江苏省启东、海门一带的居民相继来此围垦。 为

防海潮侵袭，围垦时筑有四方如城的泥圩，故名“泥城”。

追溯历史， 泥城是一片 “五色之地”， 璀璨非常。 首先是红色，

1930 年，“泥城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起浦东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入

中国共产党党史；1938 年，“汇角战斗”打响浦东抗日第一枪，创建了

“浙东抗日根据地”。 其次是白色，20 世纪 60-70 年代，泥城被誉为

“全国棉花之乡”，棉花亩产超过 100 公斤，皮棉亩产位居全国前列。

其三是黄色，浦东三黄鸡源自泥城，上世纪 90 年代专供小绍兴。其四

是绿色，1999 年泥城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青扁豆之乡”，2016

年彭镇青扁豆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其五是紫色，借助临港开发和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东风， 泥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

展，产城融合和城乡统筹发展不断深化，可以说是“紫气东来”。

正如泥城镇党委书记王国娟所说，泥城是红色之城、荣耀之城 ，

同时是崛起之城、希望之城。 未来，一定会延续光荣与梦想，绘就更加

辉煌灿烂的明天！

被誉为“临港之门”的泥城镇公
平村，地处沪芦?速北侧，是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彭镇青扁豆的主
产区之一。 因为位置偏远，这里一度
是被忽略的“边角料”。

近年来，伴随着美丽庭院 、乡村
振兴的推进 ，这个曾经的 “薄弱村 ”

变成了令人钦羡的 “示范村 ”，先后
获得 “上海市文明村”“上海市美丽
乡村示范村”“上海市农村社区建设
试点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在美丽庭
院、“家门口” 服务体系建设中多次
获得上海市、 浦东新区两级领导的
充分肯定。

驱车行驶在公平村，这里道路整
洁、庭院干净、河水清澈，很多民居外
墙还刷上了喜庆的宣传画，有写实的
田园风光， 也有悠闲的老年生活，还
有忠孝节义等传统文化故事，给人心
旷神怡的“世外桃源”之感。

“1+10+X”产业模式
资源共享、创收共赢

公平村党总支书记陈琪生在公

平 、嫁在公平 、工作在公平 。 聊起家

乡 ， 她如数家珍地说 ： “以前村里太

穷 ，道路窄得连车子都开不进来 。 男

娃娃们 ‘讨媳妇 ’，人家都不愿意嫁过

来 ，很多人选择搬到城镇上 ，村子里

渐渐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 缺乏了青壮

劳动力 ，地里的庄稼没人打理 ，村子

也就越来越穷 ，由此 ，恶性循环 。 ”

穷则思变 ， 伴随着土地流转 ，公

平村慢慢起了变化 。

当地村民周文国 ，在镇 、村干部

的指导下办起了上海文国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 ，“从营业执照的办理 ，到

规模化种植技术的培训 ，政府工作人

员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 。 ”

如今 ，周家的种植规模从早先的

20 多亩已扩大至 300 多亩 ，拥有一家

家庭农场 。 “南汇 8424 西瓜 、白瓜 、玉

菇 、黑全 、双色冰淇淋……瓜果品种

多着呢 ，忙的时候 ，凌晨两点钟就起

床干活 ，到了晚上八九点才从地里回

来 。 虽然天气热 、很辛苦 ，但有钱可

赚 ，日子也过得有劲头 。 ”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

种植模式下 ，公平村的土地产出效益

快速增长 。 种瓜 ，成为村民们走出的

一条致富路 。 像周文国这样的家庭农

场 ，公平村还有 9 家 ，总种植面积近

2000 亩 。

2018 年 9 月 ， 泥城清美蔬菜基

地开始筹建 ， 总面积 1015 亩 。 在基

地 ，白色大棚里 ，三叶一芯的鸡毛菜

一簇簇整齐排列在架子上 ， 茁壮成

长 。 学名为基质穴盘的架子下层是

培植土 ，根据土壤的湿度和温度 ，进

行科学的补给 ，俗称 “潮汐灌溉 ”，即

培植土像海绵 ， 当含水量达到饱和

时 ，停止吸水 ；鸡毛菜把水 “喝 ”光以

后 ，系统又重新给水 ，类似海边的潮

涨潮落 。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 （集团 ）有限

公司农业科技副总监程志保介绍 ，基

地每天可产 3 万-5 万斤?品质绿叶

菜 ，年产量达到 1.8 万吨 ，年产值 1.08

?元 。 同时 ，每年还能生产季节性瓜

果特菜 600 吨 ，年产值 360 万元 。 “大

棚里栽培的鸡毛菜 ， ?投入?收益 ，

属于?端品种 ，市场零售可以卖到 30

元一斤 。 ”

在传 统分 散的 种植 模 式

里 ，这样的产出无疑是难以想

象的 。 “规模化 +?科技 ”，得

益于土地流转 。 2014 年起 ，公

平 村 土 地 开 始 大 规 模 流 转 。

2017 年 ， 全村 3376 亩耕地基

本全部完成流转 ，土地流转率

达 90%以上 。 流转后的土地由

水稻等传统作物 ， 改种青扁

豆 、西瓜 、甜瓜 、蔬菜等经济作

物 ，亩产可以达到 1.2 万 -1.5

万元 。

“基地分为 34 个小组 ，每

个小组由一户专业户负责 ，按

照定好的 6 个统一标准进行

种植 。 专业户来自公平村及周围村 ，

每户专业户会再聘请 3-5 名当地村

民作为工人 ， 工时工资在 12-15 元

不等 。 ”程志宝说 ，目前 34 组种植户

中 ， 绿叶菜专业种植户 29 户 ， 每户

年收入 15 万-25 万元 ； 季节性瓜果

特菜户 5 户 ，每户年收入 50 万 -100

万元 ； 每天吸纳当地临时工 50-80

人 ，人均收入 3500-5000 元 /月 。

泥城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袁国良

补充说 ，泥城镇以农企 、农户资源共

享 、创收共赢为目标 ，大力推行 “1+

10+X”农业产业模式 （“1”是以清美

蔬菜产业基地为龙头 ，“10”是以淼洋

为代表的 10 家家庭农场 ， “X” 则是

广大的农户 ）， 组建公平村特有的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辐射溢出效应进一

步显现 。 新模式既推动农业增效 ，不

断提升公平村乃至泥城镇整体农业

产业能级和市场竞争力 ，又促进农民

增收 ，仅通过清美直销大米一项就可

为农民增收 100 多万元 。 同时 ，建立

共享机制 ，拓展村级集体经济保值增

值渠道 （每年不少于 50 万元 ），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 。与区域内商发 、上汽 、

海洋海工等大型企业主动对接 、积极

互动 ，逐步形成农业配套工业和服务

业 、产城融合的良好局面 。

一退二转三改变
提升乡村风貌乡风文明

钱包一天天鼓起来的同时 ， 泥城

居民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上村民陈品芳家走一走 ，二三十

米见方的宽阔庭院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水车 、石径 、竹林 ；在陈列室里 ，摆

有脚踏的织布机 、旧式农具 、汤婆子 、

饭屉 ；在知青岁月展示间 ，则有蓝色

套装 、搪瓷缸 、信笺纸等等……一件

件老物什 ，经过岁月的洗礼 ，呈现在

人们的眼前 ，仿若无声地诉说着前尘

往事 。

陈品芳说 ， 他的父亲是公平村有

名的中医， 一生躬耕食粟 ， 为乡邻治

病。 她年轻时，得知村里缺少有文化的

人去学校教书 ， 便报名参加了师范培

训，从此成了人民教师。 从教近 60 年，

桃李满天下的陈品芳退休后 ， 把其中

一间老屋改成了乡村微学堂 ， 还原过

去私塾的场景。 “我把这些老物什留下

来，不仅仅是因为念旧 ，更想把老宅打

理好，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农耕文明和

传统文化，留住乡愁。 ”

美轮美奂的陈家并非 “独乐乐 ”，

在公平村还有很多“众乐乐”。

“我家落苏 （茄子 ）长得太快 ，都来

不及吃，摘点回去吧！ ”“伊拉屋里今天

大门紧闭 ，上女儿家去了 ？ ”……类似

对话经常发生在家门口。

2020 年， 公平村在村庄核心区共

完成 85 户庭院 “退围墙 ”的风貌改造 ，

宅前道路变宽敞了 ， 还有镇里统一打

造的红砖 、黄檐 、白墙、绿植，既体现了

革命老区红色的元素 ， 又象征着泥城

绿色发展的创新活力和方向。

在镇政府的主导下 ，由公平村率

先实施 ， 广大村民自愿顾全大局 ，将

自家围墙往后退 ，通过 “一退 ”实现

“二转 、三改变 ”：私人空间向公共空

间转换 、 生产空间向生活空间转换 ，

改变村庄落后风貌 、改变村民固有观

念 、改变院落低效的经济模式 ，由小

农种菜院落经济向乡村人才公寓 、民

宿 、 文创空间等方向发展 。 同时 ，减

少了庭院固化 、增加了绿化 、提升了

美化 ， 塑造了公平村统一的建筑风

格 ，推动了交通安全 、乡村风貌和乡

风文明同步提升 。

不仅如此 ，围墙后退 ，泥城还因

地制宜添入座凳 、晒台 、停车位等多

种功能设施 ，设置生态休憩点 ，打造

乡村户外带状 “小三园 ”（小花园 、小

菜园 、小果园 ），颜值上升的同时仍不

失乡土本色 。

如今 ， 村民们茶余饭后都会到改

造过的核心区走走看看 ，对 “退围墙 ”

后的景致赞不绝口。

“1+3+X”治理垃圾
实现人居环境文明美观

美丽乡村 ，最美庭院 ，那垃圾怎

么办 ？ 公平村大胆创新垃圾治理举

措 ，将未投入使用的大桥下空地 （约

1000 多平方米 ）， 用围栏围起来 、统

一管理 ，并进行垃圾分类 。 寄放区主

要是寄放闲置的砖瓦 、柴木 ，超过 3

个月当无主物处理掉 ；秸秆加工区 ，

用粉碎机把秸杆搅拌成肥料 ， 或用

于大球盖菇的种植 ，或林地施肥 ；大

件垃圾区 ， 堆成一定量后联系处置

单位取走 。

值得一提的是 ，湿垃圾的处置再

利用 ， 公平村已实现 “湿垃圾不出

村 ”。 原来 ，处理站利用特种微生物对

食物垃圾进行恒温恒湿好氧发酵 ，生

产的有机肥 ，不含重金属的用于农业

施肥 ，含重金属的 （允许范围内 ）用于

林地施肥 ，实现垃圾资源化利用 。

据介绍 ， 公平村深入开展农村

“1+3+X”垃圾综合治理 ，保障分类设

施齐全 ，26 套四分类垃圾桶全部到村

到组 、 干湿垃圾分类垃圾桶 1577 套

全部到户 ，分类投放 。 就近就地建有

湿垃圾处理站 ， 处理能级已达 2 吨 /

日 。 在现场 ，电子屏上的湿垃圾处理

日 志 清晰 可见 。 比 如 ，1 月 4 日 为

844kg。 垃圾处置点的建设 ，从根本上

改善了秸秆丢弃 、焚烧污染的脏乱局

面 ，变废为宝 ，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 。

按照区委提出的 “三全 ”（村级全

推动 、 队组全覆盖 、 家庭全参与 ）和

“五清 ” （清垃圾 、清杂物 、清庭院 、清

残垣断壁 、清村沟宅河 ）的工作要求 ，

美丽庭院创建在公平村的 25 个队

组 、1577 户家庭 、970 个庭院中 100%

全覆盖参与 ，全村共评定星级户家庭

890 户 ， 其中三星户 187 户 ， 五星户

46 户 。

10 多处公共空间小品 、 口袋公

园 ，各有主题 ，应绿尽绿 ；村民自己动

手打造的特色 “小三园 ”，成为新的风

景 ，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安全 、有序 、

整洁 、文明 、美观 。

在荣获 “凝心聚力 ，提质增效 ”打

响 “上海文化 ”品牌 ，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 “最后一公里 ”立功竞赛活动 “优秀

集体 ”称号的基础上 ，公平村还持续

开展农家书屋亲子阅读 、 才艺秀场 、

最美家庭评选 、 送戏下乡等系列活

动 ， 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

依托农耕文化展示屋 、土布工坊 、“百

年老屋 ”等载体 ，大力开展各类学习

和体验活动 。

展望未来 ，新产业 、新业态已经

萌芽 。 泥城将战略谋划从小处着眼 ，

做好做实 “农业+ ” “农村+ ” 的大文

章 。 打造清美千亩蔬菜基地休闲农

旅示范点 ，建设成为集农业生产 、核

心展示 、 休闲观光和体验为一体的

现代农旅基地 。 以点带线 ，依托公平

村美丽的自然 、 人文风光和突出的

农业产业优势 ， 吸引周边创业人才

和返乡人员的回归 。 发挥好公平村

示范带头作用 ， 统筹开发海关 、马

厂 、人民 、横港等大芦线以北沿线各

村农业旅游产业振兴资源 ， 挖掘村

内一批闲置宅基或民房 ， 探索搭建

闲置房屋出租平台 ， 积极与 “好人

家 ” 联手 ， 引进社会资本和工商资

本 ，多元参与公共品牌的打造 ，由镇

级统一运营 ，构建民宿发展 、乡居办

公 、文创基地等新业态 、新机制 ，不

断增加村民就业机会 ， 促进产业兴

旺 、农民增收 、生活富裕 。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 为浦东改革开

放再出发贡献泥城的智慧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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