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刚过，金山区廊下镇万亩粮田内，

盈车嘉穗一派丰收景象。昨天一早，隆隆的

收割机声响起，节水抗旱稻“八月香”雪花粳

今年第一镰在这里开镰收割。

“八月香”雪花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米”，其所属的节水抗旱稻品系由上海市农

业生物基因中心研发，风味也是为偏爱软糯

口感的上海人“定制”。去年，“八月香”在

廊下镇试种反响不俗，今年这一绿色低碳

上海米“香飘”闵行区浦江镇、金山区漕

泾镇、浦东新区惠南镇，不少农村合作社

抢着要种。

从小范围试种到农民抢着种，这款大米

的“走红”，也是申城都市水稻生产提质增效

的一次成功实践。如何在寸土寸金的上海

推广绿色低碳农业？“八月香”给出的答案

是：节省人力的种植模式、高收入的经济效

益，以及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效益。

“合并单元格”，连片种植提
高耕地利用率

一脚踏入坚实的旱地，两手抚摸金黄的

稻穗，抬头是连片种植、鲜少田埂的金黄稻

浪。与传统水稻田不同，“八月香”雪花粳的

田块不再是“田字格”，而是以“合并单元格”

的方式消弭了田块之间的阡陌，这一做法降

低了田坎系数，减少了进排水明沟渠，提高

了耕地利用效率。

水稻需水灌溉，因此传统水稻的种植方

式势必要求农田周围保留进排水明沟渠和

田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

家罗利军曾亲自踏进金山区万亩良田测量，

结果是排水沟面积占农田面积的7.5%以上。

这还是在金山区已经将进水管埋到田里，只

保留出水管的情况。如果进出水管都保留，

排水沟面积可能高达农田面积的20%。

带有“耐渴”基因的节水抗旱稻“八月

香”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问题，其在金山区的

示范种植中，采用了“旱种旱管”种植方式，

在发挥节水抗旱稻节水抗旱优势特性的基

础上，不再淹水种植，实现“水改旱”。与此

同时，“八月香”雪花粳还可搭配机械，在种

植过程中降低犁底层，增加耕作层深度，有

效利用降水，这一耕作方式为本就节水抗旱

的“八月香”加了一道稳产的“双保险”。在

今年的雨水条件下，廊下镇的“八月香”雪花

粳实现了“零人工灌溉”。

罗利军测算，以金山区的稻田为例，将

节省的进排水明沟渠和田坎面积用于节水

抗旱稻的种植，100亩稻田可增加生产面积

超过4亩。

“稻田魔方”组合多，“稻+”
模式增加收益

从金山到闵行、奉贤、浦东，农业合作社

为啥纷纷看上了“八月香”？据介绍，上海种

植的传统水稻生育期长，占地时间长，水稻

生产成本高。而“八月香”雪花粳生育期仅

105天，产量可达450公斤/亩。尽管生育期

较短，但米质丝毫不减，做成米饭软糯飘香，

食味值达82分。今年“八月香”在廊下镇的

种植面积超千亩，收割后将采用“稻+”种植

模式，本次开镰后还可再收一批再生稻，也

可接茬种植鲜食玉米、生菜或油菜。

基于“八月香”研发的“稻+”模式，如魔

方一般，为都市农业带来了更多可能性。罗

利军说，在推进“八月香”种植的过程中，配

套技术研究也在同步开展。针对旱地杂草

问题，“八月香”应用了控草效果好、持效期

长的“加强版二甲戊灵”，并使用增效减量助

剂，有效处理了旱地种稻面临的杂草问题。

除了杂草防治技术，今年“八月香”在种植过

程中还应用了覆膜旱直播栽培技术，也对防

治杂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配套技术和

“稻+”模式的应用，将为都市水稻生产提质

增效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根据罗利军“晒”出的两张“稻+”模式

种植收益表，如果4月底、5月初种一茬“八

月香”，8月至11月种一茬玉米或生菜，2021

年每亩利润超4000元。改进配套种植方式

后，2022年每亩利润超1.3万元。

低碳效益显现，降低稻田
  %温室气体排放

随着“旱优”“八月香”等上海培育的节

水抗旱稻在全国及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推

广，其生态价值也逐步显现。根据对水稻生

产、运输、加工环节的碳足迹评估，水稻在生

产环节的碳排放占比最大。而“八月香”雪

花粳采用旱播旱管种植模式，可降低97%的

稻田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水稻生产环节

降低碳排放幅度最大，约为3/4。罗利军团

队研究发现，“八月香”可实现施氮量比上海

水稻种植平均施氮量减少11千克/亩。随

着碳交易、排污权等机制的不断完善，节水

抗旱稻的生态价值将进一步显现。

如今，在被誉为全国第一制种大县的福

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每制作的五粒稻种中就

有一粒是节水抗旱稻。未来，这种“不挑地”

的“上海米”有望在全国继续扩大版图，目标

是新增种植面积1亿亩，增产稻谷500亿公

斤，减少200亿吨水稻生产用水，减少200亿

公斤碳排放。

绿色低碳“上海米”走红背后，是申城都市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的新实践

“八月香”雪花粳何以引来农民“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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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Deco（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地标

上海大厦，一艘巨轮，北外滩的标志性灯

塔，这三个元素并置形成海报，也让昨天

在朱屺瞻艺术馆开展的“千帆竞发——

虹口 · ARTDECO尔冬强江南田野调查

（城市考古）文献展”主题呼之欲出。

作为上海最早的ArtDeco研究者之

一，尔冬强以河道为路径开展田野调查，

梳理黄浦江、苏州河、虹口港、沙泾港、俞

泾浦的沿岸遗存。糅合历史影像与当下

创作，300余件展品在“城市考古”中展

示旧影故纸中的“虹口制造”，用文献、器

物、场景复刻等重构滨水岸线生活样貌，

探讨城市更新、街区活化，在历史遗存与

现代生活的碰撞中启发人们的思考。

展览以“一江一河”为着
眼点，切中上海城市特性

百年前的国际航班线路、汇山码头

地图、船用罗经……展厅入口处，这些

与航海有关的老物件成了展览的序章。

这次，尔冬强从航运、海事等角度着

手发掘素材，再现上海这座港口城市自

开埠以来发达的国际交流、繁盛的商

业。这次发现的1936年9月美国某船公

司日历就显示，当时每周从汇山码头至

少有两班船开往世界各地。而据天潼

路、闵行路上五金店铺的《五金手册》记

载，店内贩售的不仅有普通五金器材，还

有许多船用的专业工具、零件，可供往来

航船维修、更替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说，

结合这些展品再看今日北外滩航运业的

发达，更能理解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与

深厚积淀。明代黄浦江、吴淞江在北外

滩区域合流，二水合力使得这里江阔水

深、江底平实，大大小小的码头从外滩沿

线逐渐北移，虹口区航运业应运而生。

航运的发展，带来了酒店业、代理业、商

业等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国

外艺术流派由此进入虹口、融入上海，并

被广泛应用于楼房、家具、火车，乃至月

份牌、广告牌、电影、书籍等生活日常，让

上海与世界深度连接，体现了上海海纳

百川的城市精神。

运用新技术办展，丰富市
民“大美育”体验

灯光下，八仙桌配上波浪形桌面装

饰很是吸睛。这是展厅二楼模拟河滨大

楼内景的一件作品。通过切光灯展陈新

技术，这里以明暗对比突出展品细部与

重点，方便观众欣赏、理解的同时，也为

人们带来更舒适的观展体验。

考虑到朱屺瞻艺术馆以服务周边居

民、公园游客为主，此次展览一方面通过

新技术为观众带来高品质享受，另一方面聚焦区域历史遗存，放

大了上海搪瓷五厂、上海无线电七厂等20余个“虹口制造”品

牌，让人们了解身边的历史与骄傲。

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通过立体

多维的诠释，实现了都市文化资源的再挖掘、都市艺术价值的再

发现、都市美好生活的再体验，引领观众解读虹口区文化肌理，

打开人们解读上海文化的窗口，丰富市民“大美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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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了旧影故纸中的“虹口制造”。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今天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每隔15分钟，安置于浦东陆家嘴地区

的一个摄像镜头就“咔嚓”拍下一张黄浦

江对岸外滩的靓照，捕捉美好风景的同时

也如实记录下所在区域的空气质量。

监测站日积月累的千万张照片快速闪

过，像翻阅定格动画一般，画面在近几年

逐渐连成了一线蔚蓝——这从一个侧面证

明，上海水晶天越来越多了。

而这时，身处“接天莲叶无穷碧”美

景中的沪郊莲湖村，却有了“甜蜜的烦

恼”……

越来越多动植物在上海安“家”

夏天的上海郊区，一座以莲湖为名的

村子真的被“接天莲叶无穷碧”包围了起

来。不过，此番美景中，国家电网上海青

浦供电公司的电力职工却有了“甜蜜的烦

恼”——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区域

生物多样性也丰富起来，如何才能让调皮

的小鸟、小松鼠们与输电线路保持安全距

离呢？

记者在莲湖村看到，在一根电力杆顶

端，一个装有3面圆镜的驱鸟风车正在随

风快速转动。“鸟类通常比较怕光，通过风

车的旋转，镜片可以产生光的反射，从而

‘吓跑’想在电线杆上筑巢搭窝的小鸟。”

青浦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组三级组员刘昊告

诉记者，在输电线路附近筑巢的小鸟，不

仅可能让线路发生短路，还会危及自身的

安全，“尤其是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的改

善，吸引了红隼等不少稀有鸟类品种驻

扎，我们更要在保障电网安全的同时保护

珍稀物种”。

事实上，近年来，上海生态环境已得

到越来越多鸟类和鱼类的青睐。截至今年

5月底，已记录到鸟类22目80科251属519

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34.6%，野生鸟类

占上海野生动物种类总数的84%。鳗鲡、

暗纹东方鲀、刀鲚等大量经济鱼类和中华

绒螯蟹在上海栖息，长江江豚、中华鲟等

珍稀濒危动物也在此现身。

这座城市也为各类动植物提供了栖身

之所。据市生态环境局介绍，今年本市新

增森林面积1.1万亩，新建绿地464公顷、

绿道140公里。

去年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
已顺利完成

来自市生态监测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本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

率为87.8%，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水晶天

又延长了“常驻时间”。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正在稳定改善。不

久前，经生态环境部核定，上海已顺利完成

2022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去

年，本市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

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累计减排

量分别为11596.59吨、6683.75吨、20197.90

吨和1904.54吨，完成生态环境部下达的完成

“十四五”减排指标40%的年度减排目标，且

各项分别达到“十四五”减排目标的89%、

67%、125%和163%。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

氮二项指标已提前完成“十四五”减排目标。

据了解，这一目标达成的背后，是市生

态环境、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交通、农

业农村、水务、统计等部门和各区政府、各相

关企业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从工业源、移动

源、生活源、农业源等多领域全方位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污染深度治理、城镇污水厂网

建设、老旧机动车淘汰等200多个重点减排

工程项目所得来的成果。

探索水环境联合监测、保护
新机制

上海水环境品质也在不断提升。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273个地表水考核

断面优Ⅲ类占比92.3%，同比下降0.3个百

分点，无V类和劣Ⅴ类断面。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

县”的监测人员一起在金泽水库进行水质联

合监测，监测指标包括水体pH值、溶解氧、

浊度、水温等，所得到的数据，现场就能比对

和共享。“另外，氨氮、总磷等监测指标则在

采样后分别送往各自实验室进行同步分

析。”据青浦区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科负责

人胡俊介绍，后续，“两区一县”环境监测部

门还将完成样品检测、数据比对及分析工

作，为开展示范区内饮用水水源地联合监

测，共同控制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安全风

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机制成果。

天更蓝水更清，上海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鸟类鱼类的青睐

沪郊莲湖村有个“甜蜜的烦恼”

近年来，中华鲟种群数量持续衰退，好

几年未能监测到野外水域自然繁殖现象。

市水野中心物种保护科科长徐嘉楠及其团

队全身心投入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除了日

常投喂保育、物种安全控制、疾病诊断治疗

外，还致力于野外搜救抢救。徐嘉楠参与

救助的中华鲟高达7000多尾，他期望中华

鲟能得到保护和自然繁殖，而非重蹈白鲟

灭绝的覆辙。

目前，市水野中心保护基地第二期项

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竣工后，中心将进一

步拓展“五大平台”的功能，即珍稀濒危水

生生物保育平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平

台、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平台、科普教育与

生态体验平台、运行管理与综合保障平台。

右图为上海市水野中心所在的中华鲟

梦园全景和园内中华鲟。

本报记者 邢千里 范家乐摄影报道

保护中华鲟
上海在行动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李志君介绍，先行启

动区将聚焦合成生物新材料、高端膜材料、

高性能纤维等绿色低碳新材料引进一批企

业。通过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以数字化、

智能化方式节能减碳，加速向产业链中高端

环节迈进。目前正加快探索碳金融支持绿

色低碳发展模式，并引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分支机构等功能型平台，打造绿色低碳示

范园区。

开放创新场景，租户变搭档

对深耕绿色低碳的创新主体来说，租

金、场地、交通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

选址考量——场景。

为寻找实验场地，德坤智慧建造有限

公司负责人詹若清曾走遍沪上不少园区。

最终相中宝武（上海）碳中和产业园先行

启动区，正是看中了其开放的应用场景。

从屋顶光伏、停车棚到太阳能路灯，园区

处处细节都藏着绿色低碳的创新可能。

“将光伏发电、储能、充电、直流配

电、柔性用能有机融合是行业新方向。我

们计划将光储充直柔一体充电站在停车棚

落地，再扩至整个园区，如果园区级探索

试点成功，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

广。”詹若清解释，这背后蕴含着能源领

域的一大步——从集中式发电转为分布式

发电。

这意味着园区内要建起微电网，通过光

储充手段，将各类能源有效地调配起来，实

现效率最优解，最终形成不依赖外部资源的

自循环园区。

除了引入德坤试点光储充直柔一体充

电站，该产业园还瞄准了氢能这一新兴领

域，期待引入氢能流体设备商、储能解决

方案提供商等，丰富能源供给方式，打造

更具韧性、安全性的绿色低碳供应链。

抢抓标准制定权，形成绿色影响力

对于瞄准全球市场的制造业企业来说，

硬件设施改造固然重要，软件焕新同样不容

忽视。构建绿色信息披露、评价认证、效益

核算等基础性制度已十分迫切。近日，市经

济信息化委发布《上海市2023年度第一批

工业通信业碳管理试点名单》。梳理35家

上榜单位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创新企业将研

发重点聚焦于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碳管理平

台、碳标准建设等。

这些上榜企业正在加快布局，谋求更广泛

的绿色影响力。比如，作为全国首家环境能源

类交易平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与欧洲能

源交易所积极对接，计划推出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碳价格指数，同时将与相关部委合作推出国

际绿色贸易服务平台，更好服务企业“出海”。

东渐集团旗下乐普钠电于近日在闵行

区注册，成为“大虹桥”新能源产业集群中的

重要一环。吸引企业入驻的一大重要因素

是区域产业集聚度——“大虹桥”已陆续吸

引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光伏龙头企业落

地，吸引产业链配套企业百余家。相关部门

负责人进一步畅想：大力引进新能源企业总

部，同时加快提质增能。具体来说，将探索

新能源联盟检测标准体系建设，邀请行业专

家与PGO绿色能源生态合作组织探索新能

源联盟检测标准体系建设，推动新能源标准

化检测建设快速落地。

做大做强专业服务，还要吸纳更多全球

领先的头部机构和企业。最近，德国化工企

业科思创迎来好消息。凭借“基于云技术的

化工产品生命周期环境足迹管理平台”，其成

功记录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全过程所产生的环

境足迹信息，并覆盖约5万种最终产品和中间

产品。今年6月，该平台采用的生命周期计算

方法更获得国际认证机构德国莱茵t?v的认

证，相关标准有了更广阔的应用天地。

绿色低碳供应链迎来“集成突破”

排列5第23216期公告

中奖号码：13897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3216期公告

中奖号码：138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3093期公告
中奖号码：

11+14+17+19+21 01+05

一等奖 4 7978094元

一等奖（追加） 2 6382475元

二等奖 81 163503元

二等奖（追加） 39 130802元

三等奖 239 10000元

四等奖 653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816338505.60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日前，随着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浇筑
完成，上海机场联络线申昆路停车场超大基坑群完成结构封

顶。这标志着申昆路停车场主体结构基本完成，进入砌筑工程

及机电安装施工的冲刺阶段。

作为上海机场联络线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内大型TOD开

发项目，申昆路停车场项目位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大门”申

昆路片区核心地带，总建筑面积超50万平方米。内部共设置20

条存车线，可满足机场联络线、嘉闵线列车的存车洗车、日常养

护、综合维修等需求。地上部分规划了商务办公、公交枢纽等混

合功能业态。

申昆路停车场项目创下全国同类项目土地利用效率、基坑

规模之最，工程基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开挖深度达15米，相当

于在15个足球场上向下挖5层楼高度。中铁上海院申昆路停车

场项目相关负责人袁铭介绍，该项目作为超大基坑群工程，设计

团队先后组织6次基坑方案评审。

申昆路停车场项目集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中运量公

交、商务社区开发多功能于一体，是上海市“五个新城”综合交通

体系框架重要枢纽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上海铁路

枢纽总图，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落实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机场联络线申昆路
停车场主体结构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