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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阵阵说丰年 ,上海著名的地产
大米———崇明东滩2000亩 “东滩大米”

9月6日率先开始收割， 接着， 沪郊各品
牌的 “国庆稻” 也纷纷开镰。

记者从本市多家稻米专业合作社了
解到， 今年受气候、 降水等利好因素影
响， 早稻长势良好、 丰收在望， 本月15

日前后均已开镰收割， 稻田里一派繁忙
景象。

沪郊将举办各种“丰收节”庆典

一年一度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 也
在积极筹备之中。 市农业农村委将今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 上海主会场设在松
江区， 主题为 “寻根守初心， 丰收感党
恩”， 9月23日将在 “云间粮仓” 文创园
启动， 全市各涉农区也都将举办 “丰收
节” 庆典。

记者从奉贤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

他们23日将启动 “2021奉贤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展暨新米品鉴活动”， 展示精
美新米、 有机蔬菜等农产品和黄桃、 食
用菌、 蜂蜜等系列制品， 另设有精品农
业旅游线路、 巾帼展区等， 展现奉贤农
民的幸福生活和时代风采。

科技和生态让“丰收”品质更高

在青浦区重固镇章堰村， 上海静逸
稻米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30多亩绿色有
机认证早稻稻香浓郁。 “今年的产量会
提高， 因为今年天气比较好、 下雨天少
且阳光充足 ， 每亩产量预计比去年高

100到150斤。” 合作社负责人徐建国与
技术员介绍， “我们已完全不用化肥，

全部使用有机肥， 而且是生物有机肥”。

崇明东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加
上科学的生态栽培技术， 孕育出优质的
上海地产大米。 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梁告诉记者， 早熟
的这批水稻品种是 “上师大602”， 收割
期比去年提早10天左右。

乡村产业生态环境“升级换代”

金山区朱泾镇花开海上生态园新增
的芳香花园里， 40万株新增的地肤已全
部移栽完成。 从高空俯瞰， 一株株嫩绿
的地肤与周边水系呈现出四叶草的造型， 整体自然景观高低起
伏、 错落有致， 十分优美， 预计9月底就可对外开放。 一组精
品民宿也初见雏形。 白墙黛瓦的江南水乡建筑， 房间内部设计
温馨、 配套设施齐全； 在衡山逸居·花漾柘湖精品民宿里， 儿
童游乐园、 运动场等区域已全部完工。 目前， 这些集田园观
光、 亲子研学、 乡村度假、 康养休闲、 民俗体验等功能于一体
的民宿已开始试运行。

更高标准的 “乡村酒店” 也指日可待。 在 “花开海上” 所
在的朱泾镇待泾村， 木守精品酒店与明月松间度假酒店是花海
芳香小镇建设项目的重点， 目前部分规划已落地动工。 作为金
山区重点产业项目， 花海芳香小镇整体规划面积近3800亩， 计
划总投资约13亿元， 将新增花海景观， 兴建精品酒店、 度假民
宿、 餐饮、 文旅零售、 文娱中心和芳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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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街角邮政所，书写城市软实力
开设咖啡店、售卖文创，文旅赋能历史文化风貌区焕活新生

一个人，守着 58 平方米，风里来
雨里去， 雷打不动按时上下班， 整整

14 年。 刚满 40 岁的高晶，天平邮政所
的普通员工。十多年间，这个位于淮海
中路天平路的 “一个人的邮政所”，承
揽着周边居民的日常邮政业务， 订订
报、寄寄信、盖盖邮戳、发发邮包。一天
中相对清闲的时刻， 常会有熟稔的老
居民专门前来 “嘎三胡”（上海话：闲

聊）。走出邮政所，没几步，街对角就是
武康大楼。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幢
大楼对于高晶而言，似是故人来。

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还是这

58 平方米，不仅开设一家国货老字号
咖啡馆， 也开始售卖琳琅满目的各类
文创。 彩色玻璃，有设计感的花艺，开
放式门面格局， 甚至连办事柜面都还
原成复古木质镶花艺装饰， 簇新的门
头更名为“武康大楼邮政所”……更重
要的，高晶自此多了帮手，一个凭窗售
卖咖啡， 另一个守着厅堂迎接邮友更
招待游客。 第 32 届上海旅游节首日，

在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

“打卡爱的街角、讲述爱的故事、传递

爱的表达”在线上线下同步推开。不仅展
示武康大楼街区历经微更新后的成果，

更以此为原点，将这样一种可阅读、可漫
步的街区特质嵌入更多街巷里弄、 公共
空间，加载新功能，营造新活力，让市民
游客共享美好与欢乐。

伴随着城市有机更新不断推进，申
城越来越多街区焕活新生，展现着都市活
力、城市软实力。 比如，走过近百年的武
康大楼经修缮后吐故纳新，吸引了文创
空间 、时尚餐饮 、潮流艺术等各类新业
态入驻，以最好的姿态“长”在了时光里。

这也让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有了更
多思考———如何借由城市空间细部的精
细化、 微更新， 体现生活品质和温度，

放大令人向往、 近悦远来的软实力。

此次上海旅游节， 武康路街区以改
造更新、 功能叠加创设出街角这家带着
咖啡香的邮政所， 让更多人看到了 “建
筑可阅读” 的现实延展， 看到了文化旅
游赋能而生发出的无限可能。

“从空中俯瞰，武康大楼位于五岔路
口， 这恰恰也是她对于整个街区的意义
所在。”徐汇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这
样注解：成为一种活力和秩序的枢纽，让
人触摸得到被匮藏的过往， 也眺望得到

充满希冀的未来。

此次 ，在这个街角邮政所 ，新型人
文旅游读本 《遇见武康大楼 》首发———

从 6 个不同视角介绍武康大楼的故事，

以 6 张漫步地图引导市民游客打卡周
边好去处， 领略沿途近 40 幢优秀历史
建筑与文旅新空间的种种风采。 读者扫
描书中音频二维码可以聆听 60 多个亲
历者的故事 ，扫描书中 AR（增强现实 ）

二维码可观看短视频 《武康大楼修缮
纪》，更能按图索骥来一场城市微旅行。

此外，武康大楼邮政所尽量压缩原
有后台业务空间，释放出更多空间用于
展示各类文创。 这里可以制作有声明信
片，将自己在武康大楼前美丽的身影印
在明信片上，录入音频和祝福。还有涉及
“建筑可阅读 ”的徽章 、手撕便笺 、笔记
本 、书签等文创 ，便于往来游客将这份
对建筑、对历史、对街区的热爱带回家。

“没想到有一天，武康大楼的美，美
进了我这个小小邮政所。 ”高晶在衬衫
领外系上了丝巾，短发的她将鬓角发尾
齐齐捋在耳后 ，因为 ：从今往后的每一
天 ，她不只是一名邮政所员工 ，更是这
方标记着美好与时光的新空间里的“代
言人”。

徐晨：快节奏与慢时光，都是这座城市的美好
“快”节奏的生活特别有效率，特别

有干劲，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拥有另一种

生活方式，愿意花时间去等待、去消费、

去认可手工技艺中有温度有张力的

“慢”。上海人热衷“应节而食”，排 5 个小

时的队， 等候新鲜出炉热乎乎的鲜肉月

饼，满足的不仅仅是味觉，更承载着这个

季节浓浓的节日情怀。 ———徐晨

“其实我们 365 天每天都卖鲜肉月
饼，大家常年在这里排队购买，我们都习
惯了。 这边排鲜肉月饼， 那里等蟹肉月
饼，买酱鸭的在中间，要其他熟食的往后
排。这里面楼梯上排着队的，是等着上楼
吃饭的……” 光明邨大酒店副总经理徐
晨，一边站在店门口观察着各路队伍，和
维持秩序的保安、员工交流，一边驾轻就
熟地介绍光明邨门口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的“排兵布阵”情况，“这些一米线、交叉
排，还有测温、戴口罩、防交流、无接触布

局，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

在上海这座争分夺秒的大都市，

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 时间好像不值
钱，大家都耐心地排队五六个小时，只
为几个鲜肉月饼， 和那一句发自内心
的“我愿意”。

沿街一字排开的队伍里， 一位阿
姨戴着口罩，用上海腔普通话解释道：

“我每年（中秋）都要来的，好吃呀，多
等一歇不要紧呀。我跟侬讲，这鲜肉月
饼真的有汁水的， 上海滩 （这样的食

肆）没几家的。 ”

30 年前，北方小伙子徐晨来到上
海，大学毕业后入职光明邨。 之前，月
饼在他脑海里只有一种味道， 那就是

甜。他有些诧异，光明邨这口咸鲜香脆的
鲜肉月饼，到底好在哪儿？ 如今，他已经
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中秋节的时候，也
一定要带上几盒鲜肉月饼与家人分享。

他不仅爱上了上海的鲜肉月饼， 也读懂
了这座城市的好。

泰康、老大房、长春、光明邨曾经被
誉为沪上鲜肉月饼“四大金刚”。 刚到光
明邨上班那会儿， 徐晨就一直听老师傅
们天天念叨，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不能
落下，要精益求精，把货真价实的高品质
和实惠留给顾客。

光明邨鲜肉月饼最大的特色就是
“前店后厂 ” 的产销流程 ， 当日制作 、

当日销售， 确保新鲜。 点心间师傅凌晨

四五点钟就开工， 和面、 定型、 擀面、

包馅、 称量、 成型， 一气呵成。 6 个师
傅一齐开工， 8 小时不停歇， 中秋节高
峰之际还要加班。 每个师傅面前都有一
个电子秤， 做一个称一个， 确保每只月
饼分量准足。 鲜肉月饼的肉馅， 用的是
整块肉， 搭配合适肥瘦比例， 保证不柴
也不腻。 调馅的调味料分量有讲究， 下
料的先后次序更不能搞错。

光明邨一楼大厅， 五口平底大铁锅
也准备好了，对着透明橱窗依次排开。光
明邨月饼都是用这样的铁锅人工烤制出
来的。相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烤箱派”，

光明邨月饼烘烤的速度几乎慢了一半，

但也只有这样， 月饼馅里的汁水才能烤

得恰到好处。清晨6点，3个资深烘烤师傅
正式开工， 仅靠目测为每锅50个 “小家
伙”翻身、搬家，确保受热均匀。 40分钟
后，满满一锅鲜肉月饼出炉，7点开卖，每
人限购4盒，共40个。

“在桂花沁香的季节，站在凉风微起
的街头咬一口刚出锅的鲜肉月饼， 一口
扎扎实实的鲜肉咬下去， 新鲜汁水渗出
来，与层层酥皮融在一起，在口腔中层层
递进， 口齿留香就是在上海过中秋的味

道。 ”可以想象，这口货真价实的光明邨
鲜肉月饼， 便成为更多人喜欢上海的另
一个理由。

时代在变迁，老字号也在变革。光明
邨近几年不仅开了分店， 还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方便老吃客在线预订房间、订购
月饼。徐晨展示着光明邨微信公众号，不
禁感叹：上海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

（文/成真）

屡次“爽约”亲人只为更多人平安团圆
逆行莆田、坚守市公卫儿科病房、选择延迟出舱，复旦儿科人的中秋假期———

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家新冠肺炎儿童患
者定点收治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全体医护人员自疫情以来始终奋战在战
“疫”一线，这个中秋，复旦还有一批儿科人
再度征召逆行，驰援福建莆田，一群为了岁
月静好而负重前行的最可爱的人。

逆行莆田，提前吃月饼过中秋

“出发那天，我专门买了月饼，切成三
份，我、老公、女儿一人一份，也算提前过了
中秋节。”远在福建莆田，这个中秋，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祁媛媛
只能和家人隔着手机屏幕互道祝福了。

9 月 12 日， 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指令，

祁媛媛与另一名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闫钢风， 一起赶
赴福建莆田，支援新冠肺炎患儿救援工作。

祁媛媛接到调令电话时， 正在为女儿
洗澡。“有小朋友生病了， 妈妈要去外地打
‘小怪兽’， 最近一段时间不能陪你了。” 4

岁的女儿似懂非懂， 乖巧地准备了一包小
零食，“妈妈，饿的时候吃”。军人出身的老
公不善言辞， 却已默默在一旁为她准备起
行李， 还不时叮嘱几句，“你自己要注意安
全，不用担心我们”。

抵达莆田后， 祁媛媛和闫钢风即刻投
入紧张的医疗工作中。制定流程、进病房、

评估病情、 讨论病例……每天结束繁忙的
工作回到住宿酒店已经很晚了 。15 日上
午， 闫钢风和祁媛媛连线复旦儿科新冠肺
炎专家组，与朱启镕教授、王建设教授、曾
玫教授等专家讨论了一些儿童病例及院感
防控等工作。

“虽然才来支援几天，但感觉时间过了
很长。”闫钢风说，自己和爱人都是医生，习
惯了这样的节奏， 唯一觉得愧疚的便是女

儿：“今年的中秋出游又失约了， 每次看到同
学在朋友圈发旅游照片， 她只有心生羡慕的
份。下次找机会弥补女儿！”

对医护人员而言，对亲人、孩子“爽约”似
乎是家常便饭， 但不能和家人团聚背后的初
心，却是为了更多人能平安团圆。

推迟交班，和新冠患儿一起过节

这个中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

传染科隔离病区主任葛艳玲决定和团队一起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儿童新冠病房
“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想想隔离病房里的孩
子没有家人在身边， 我和护士妹妹们能陪着
这些孩子过节，既是患儿情感所需，也是医者
职责所在。” 葛艳玲说，他们团队每天除了进
行常规的护理和治疗工作外， 还主动照顾患
儿的生活起居， 不忙的时候还会陪着他们一
块游戏玩耍。

往年中秋节妈妈都会提前准备很多传统
菜肴、炖个大烩菜，葛艳玲说，今年因为很早
就知道中秋和国庆双节将在隔离病房度过，

所以早早便将父母和两岁的儿子送回了老
家，有其他的亲人陪伴，老人和孩子不至于太
冷清。

复旦儿科护理组长杨蕾已是第三次进驻
市公卫中心儿科病房， 虽然今年无法陪女儿
过中秋， 但她还是利用隔离时间为女儿准备
了一份礼物，“等隔离结束后再带她出去疯玩
一天，以弥补中秋国庆不能陪伴的遗憾”。

一年多没回老家的护士刘萌， 大部分节
日都是和同事一起度过， 与她一样心态越来
越 “淡定” 的是护士吴迪和王锦。 按照原定
计划， 中秋节这天换班， 但她们提前主动和
护士长提出延长几天出舱， 让同事们过好中
秋节再来换班： “今年春节， 夏爱梅护士长
就主动作出表率推迟换班， 这也成为我们团
队的一个传统， 互相照顾、 并肩奋战在抗疫
的最前线！”

隔离点工作不仅考验体力，还考验心理
金山朱泾这位社区医生的“抗疫日记”，带你直击“大白”在疫情防控“战场”上的365天———

“下午的工作是艰巨的，转移人员空出
来的房间要全部进行消毒， 整整 35 间，包
括单间、双人间、三人间和套房，真的非常
辛苦，小组全员出动，干了快一个半小时才
消毒了 15 间， 防护服口罩里几乎都是汗
水，一度不能呼吸，两位女同志顶不住了，

消毒进行到 11 间先行撤退，我在消毒完第

15 间时也顶不住了，再消毒下去感觉要窒
息， 果断选择先行撤离， 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在当天消毒量较大的情况下，建议
两人同时消毒， 为防止万一一个人顶不住
在房间晕倒，另一个人可以及时呼救！！！ ”

以上这段文字节选自金山区朱泾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俊的日记———《我
在隔离点的 14 天》。 8 月 27 日，李俊开始
驻扎集中隔离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
人员管护。这本日记，是他从进入隔离点的
第一天开始记录的，直到 9 月 10 日离开隔
离点，足足记录了 1.5 万多字。 是什么促使
他在完成异常艰巨的工作后还坚持每天码

1000 多字？ 除了个人习惯外，字里行间，更

能感受到“战友”间的特别关怀。

空下来聊天就是一种有效的减压

“我们穿上隔离服，每天就要两次完成从
上到下 4 层楼道、通道的预防性消毒，偶尔碰
到交接还涉及隔离房间的终末消毒。 消毒任
务重，有时候光消毒液就要配置上百斤，我们
的女医护大多很瘦小， 每回背着这样一个装
满水的大箱子连走几层消杀 ， 真的很不容
易。”担心同事在隔离点消杀期间可能遇到的
危险，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三个惊叹号特意

提醒，并在隔离点轮班群中及时转告。

除了总结工作须知外， 他也会记录下在
隔离点的一些“趣事”。 “9 月 4 日，隔离点来
了一位几乎无法用中文交流还特别怕疼的法
国女士， 当我把核酸检测棒放在她面前示意
她抬头时，明显觉得她有点抗拒，我猜应该是
之前鼻拭子检测给她烙下了 ‘心理阴影’，我
和她说‘Believe me’（相信我），让她 relax（放
松）后，趁她抬头放松时，迅速棉签入鼻腔，停
滞、而后旋转了几下，收！她难以置信地问我，

OK？ 我点头说，Of course（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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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处于最美街角的最美邮局是“武康大楼节点精细化城市设计”中的一部分，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细腻和温度。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复旦儿科的“大白”陪着患儿游戏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