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28

崇明区滨江临海的自然环境、水清气洁

的生态基底、温和湿润的气候特征和富含有

机质的土壤资源，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上海的“米袋子”“菜篮

子”，崇明区以占全市五分之一的陆域面积，

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地产农产品。

东海瀛洲孕育生态好物，崇明始终坚持

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高质量发展

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不断擦亮农业“金字招

牌”。

专注种源 研磨农业“芯片”

种源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

处在农业产业链的源头，直接影响到后续各

环节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

岛，奔腾而下的长江给崇明带来了许多各具

特色的农产品。当前，崇明区正立足本地特

色种质资源，全力推进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打响特色品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早在2008

年，崇明区蔬菜技术部门就开展了种源保存

工作。区农业农村委曾发过一则特殊的征集

公告，目的是寻找农家种植品种、名优特异品

种、野生近缘种及国家濒危农作物种质资

源。对这些“古、稀、特、优”农作物种质资源，

区蔬菜站进行了系统编号和分类评价工作，

至今已保存6个品种338份种子。

种源保护提升，收集只是第一步。春季，一

场特殊的播种在上海泛信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开展。几十种崇明红皮土豆、香酥芋分门别

类栽入泥土，为繁育保存崇明本土优质种源打

下坚实基础。而在相关实验室内，蔬菜不再单

纯种在土壤里，而是植于架子上摆放着的瓶瓶

罐罐中。每只培养瓶都标上日期和编号，通过

应用植物组培技术，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光

照等条件，持续开展试验。从田间地头到实验

室，崇明农业“芯片”历经精心锤炼研磨。

以清水蟹为例，“崇明1号”是崇明区与

上海海洋大学持续深化合作，在“江海21”的

基础上联手研发的河蟹良种，其特点是腿长，

相比其他蟹苗，长势更快、产量更高、规格更

大。“基因技术让我们可以优中选优，不断筛

选亲本，培育更优质的种源。”科研人员表示。

锚定“长三角农业硅谷”建设目标，崇明

区通过科学有序规划，创新招商举措，强化服

务保障，着力引“新”引“链”引“智”，努力成为

上海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兵、先行者。目前，

已有56家意向企业、18家企业在基地完成注

册登记。“长三角农业硅谷”集聚了种源、生物

医药、高端装备等企业，并以此为牵引，让崇

明农业插上高科技发展的翅膀。

围绕“长三角农业硅谷”建设，崇明区已

形成“一核一带两区”总体布局，“一核”指一

个核心区，包括长三角农业硅谷总部园区、崇

明农业科创企业孵化园、崇明农业种业创新

中心、科技成果示范片区；“一带”是指沿陈海

公路、生态大道纵向打造的一批高科技农业

发展带；“两区”是指崇明高端设施农业产业

片区和现代畜禽养殖产业片区。

精心浇灌 培育生态优品

独一无二的“水土林气”让各具特色的农

产品齐聚崇明。目前，崇明区这块宝地已拥

有崇明白扁豆、崇明香酥芋、崇明金瓜等8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及崇明白山羊、崇明沙

乌头猪等4件农产品地理标志。生态理念配

合科学技术，加以农人的精心浇灌，有了天

时、地利、人和，崇明好物自然不同凡响。

绿色管控“崇明模式”为农作物生长保驾

护航。近年来，崇明区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全面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实现地

产农产品全程可追溯，绿色食品面积认证率

达90%以上，产量认证率达40%以上，农业绿

色发展指数在全国名列前茅。

科技增添发展澎湃动力。联合相关科研

院校，崇明区正努力探索出一条“产学研”相

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新路子。

以崇明农业科技创新孵化园为载体，实施农

业科创项目“揭榜挂帅”制度，聚焦特色种源、

绿色种养、设施与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技术

攻关和产业化示范，目前已有多项技术标准

和成果转化方面的合作陆续促成。

无人化、物联网、云计算……随着新技术

加速涌现，智慧农业大显身手，越来越多新科

技被应用于崇明农业生产中。比如，针对崇

明白山羊品种杂交造成纯种数量减少、品质

不齐等问题，崇明区农业农村委通过农业招

商，邀请参与全球首个克隆羊团队的成员来

到崇明，将采用现代繁育生物技术手段，对崇

明白山羊进行快速扩繁，提高优秀种质资源

水平和群体数量。

培育优质生态农产品，世界级生态岛人

人参与、人人共享。近年来，崇明区大力发展

“家门口产业”，聚焦白山羊、苦草、菌菇、藏红

花等产业，实施“统一种源供应+统一技术支

持+分布式生产+统一回购销售”的订单式生

产模式，推动农民致富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

破解增收难题。

家门口的黄杨树成了“致富树”。走在港

沿镇园艺村的乡间道路上，常能看到停在路

边的大货车，村民小心包扎，连根搬运黄杨上

车。快到年底了，生意更好了。全村835户

村民中，有700多户从事黄杨种植，种植面积达

1000多亩。独特的“崇派”黄杨风格吸引各地

客商慕名而来求购，每年黄杨带来的收入高达

40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近4万元。

“羊村”项目颇有成效，全区已在部分乡镇

试点推进，农户参与繁育的羔羊由龙头企业集

中育肥和品牌化销售，并与盒马鲜生、市中心高

端餐饮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农产品产业链不断

延伸，探索出一条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让

生态发展成果惠及百姓。

开花结果 推介崇明好物

最近，电视剧《繁花》很火，剧里一句“朱家

角的酱菜崇明的糕”，让“崇明糕”圈粉无数；“藏

红花不是西藏的吗？怎么成了上海产的？”随着

全国“农业大摸底”的进行，市民发现，原来世界

级生态岛也有“藏红花之乡”……生态建设开花

结果，越来越多“崇明好物”走上前台，获得市民

青睐。

面对市场大潮，“单兵作战”有其局限性，

“同舟共济”才是顺应时势的好选择。近年来，崇

明河蟹、大米、蔬菜、白山羊等行业相继组建集

团公司，抱团联手、协作共赢。崇明三岛合力共

推“优农三兄弟”区域公共品牌，用好“崇明+”

农产品地理标志，实现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标

识授权、统一包装样式、统一品牌推广。

为更好推介销售特色种源产品，“崇明

Me道”线上商城平台应运而生，以“产地到

餐桌”直销模式吸引市民选购。自运行以

来，入驻企业、销售产品和浏览量、成交单

量持续稳步提升，许多市民通过这一平台接触

到、喜欢上崇明的特色产品。

多家“崇明好物”旗舰店在沪上开门营业，

口感香糯的崇明大米、体壮黄肥的长腿崇明蟹、

细腻无膻的白山羊肉摆上了市民家门口的货

架。“一块糕点尝的是乡土烟火气”“一只蟹品的

是长江好水好环境”“一碗小菠菜吃的是从田间

地头直达餐桌的新鲜”……美食入口，市民享受

到的不止是崇明的地道好物，更是一种绿色理

念和生活态度。

以好食材为媒，崇明区还与上海多家米其

林、黑珍珠餐厅强强联手，打造“2023品味崇明”

首届崇明好食材推广月系列活动。知名

美食家、《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

沈宏非做东，邀请沪上10

多位美食探店领域博

主“大V”做客瀛东

度假村，共同

品鉴一场

“沈爷的饭局 ·崇明年夜饭”，以非遗、年俗为载

体，共同发掘崇明生态农产品更多魅力与潜力。

沪上美食饕客认证，共同推介崇明好物。

品牌效益已逐渐显现。据悉，崇明优质农

产品在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主流电商平台溢

价率超过20%，“农业+新零售”业态不断取得

突破。“下一步，崇明龙头企业将充分发挥专业

平台优势和影响力，赋能崇明特色农产品持续

做优做强，进一步深化品牌内涵，满足广大市民

更多样化、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的消费需求。”崇

明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文撰稿：施昊豪

擦亮高质量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金字招牌”

一大早，新村乡新洲村，上海慧聪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吉又钻进林子里，查看

羊肚菌和赤松茸（即大球盖菇）培育情况。“前

几年，羊肚菌在新村试种成功，效果喜人，不

仅如此，我们还让‘冬闲田’变‘增收田’，实现

水稻田的最大效益。”自2022年在新村试种

羊肚菌以来，杨吉时常会在种植基地转上几

圈。一天一个样，让杨吉坚定了信心。

而这只是新村乡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

新村是上海最年轻的围垦之乡，连片成块的

农田，适宜优质水稻生长的土壤和环境，持续

完善的标准化生产体系，使其成为天然的稻

米之乡。而同时，与不少远郊乡镇一样，地处

相对偏远的新村也曾有“成长的烦恼”：单靠

一产种植，收益空间有限。

如何基于产业基础，充分运用新模式、新

思维，推动传统农业向可持续、多业态、高附

加值迈进？近年来，新村乡以稻米产业为核

心，重点发展“一袋米”“一口锅”“一枚蛋”“一

头鹿”“一盒菌”，不断探索三产融合、生态惠

民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冬闲田”撑起“致富伞”

走进上海慧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只见

一座座黑色大棚整齐划一，棚内一条条田垄

笔直匀整，已分区种上羊肚菌和赤松茸。“两

类都是食用菌，营养价值高，香味独特，很受

欢迎。我们通过考察，发现新村的土壤非常

适合种菇。”杨吉站在田埂上，指向一片“农闲

田”说：“如今除了棚内和林下，水稻田里也能

长出赤松茸。”

在大片稻田里，拨开盖料，可以看到里面

是一片片白花花的菌丝。埋着菌种的泥土有

点特别，混着黄色秸秆。抓一把，闻一闻，还

有菌菇的清香。“每年秋天水稻成熟后，在铺

满秸秆的田里放入菌种，经过三四个月培育

生长，菌菇开始收获。夏天一到，菌菇又会

‘让位’给水稻，进入下一季的循环，既有效提

升农田复种率，也为村里增加经济收入开拓

了新路子。”杨吉直言。

他算了一笔账：2022年试种出菇，每亩

地产量在600至700斤，最高达1000斤左右，

平均每亩收益上万元乃至几万元，亩产值约

为水稻的近20倍。

一田多收，与闲置的农田一起被“盘活”

的还有村集体经济。去年11月，新村尝试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合作方式，由上海慧

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提供菌种、种植技术，新

洲经济合作社和慧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带头

示范，带动农户参与种植。“等将来经济效益

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农户看到利润愿意自

己种植，我们会提供培训指导、销售一条龙服

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对于这一高收益作

物，新村乡正满怀期待，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起来。

“稻菌轮作模式形成了生态循环产业链，

这是新村乡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村

乡稻米文化小镇推进办主任杨积广表示。近

年来，在绿色低碳大潮之下，作为第三批上海

市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乡镇，也是现代新型种

养产业先行示范区，新村乡正走在生态产业

化道路上，探索产业和生态的双向奔赴，不断

提升生态惠民的水平。如今在新村乡，一幅

示范效应强的“农、林、养殖产业生态循环发展”

美好画卷正缓缓铺开。

绿色生态图景不断扩大

麋鹿奔欢，鸟儿潜翔。在新村，珍稀动物麋

鹿频频“出镜”，不仅带来别样生态美景，更见证

了新村绿色生态“朋友圈”的不断扩大。

3年前，4头麋鹿分两批从江苏大丰麋鹿自

然保护区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于

2022年2月迁至位于新村乡的麋鹿极小种群恢

复与野放项目基地，标志着上海首个麋鹿野放

栖息地基本建成。自此，新村乡的生态图景上，

多了“一头鹿”。

整个项目占地300多亩，原为农田和林地，

经改造划为麋鹿栖息区、麋田轮牧区、隔离区、

水源涵养区、科普宣教区等功能区，为麋鹿种群

提供日常饮食、活动、玩耍、繁衍以及接受免疫、

检查和治疗的场所。

精心的照料使麋鹿繁育工作进展顺利。去

年4月，该项目基地传来喜讯——野生麋鹿数

量从4头增至6头。新村乡给了麋鹿一个新的

家园，麋鹿的到来也为新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现在走进新村乡，可以见到多处绘有麋鹿图案

的墙绘，在新村稻米文化中心和特色民宿内，也

能看到各种麋鹿元素；麋鹿栖息地所在的新卫

村内，还打造了集生态保护、生态教育与休闲体

验于一体的新型生态教育基地“北滩麋鹿苑”，

进一步推动新村乡农旅融合发展。

“生态优质水稻种植是新村乡的主业，我们

和有稻米文化‘基因’的麋鹿可谓颇有缘分。”杨

积广说，麋鹿种群重引入新村乡使麋鹿文化和

稻米文化形成更强有力联系，显示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麋鹿生活良好也进一步证明了新村

的生态环境优势及绿色发展潜力，“麋鹿对生态

环境的要求很高，在它周边种植出来的大米，品

质自然而然会得到印证。”

稻米，是新村乡长期以来的主导产业。在

这里，每年丰收季，稻香渐浓，稻田里一派生机

盎然。沿着乡间小道一路走过，竞相开放的花

儿、五彩稻田画……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风光

铺陈开来，吸引不少游人前来“打卡”。

在讲好稻米故事的基础上，新村将进一步

打造“处处皆景点、随时可休闲”全域旅游景区；

政企合作，持续以一项主打产业带头，带动工

业、农业、旅游业“三业一体”高质量发展；蹚一

条生态循环发展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双赢……一个个项目精心绘制着新村生态致富

的未来图景。 本文撰稿：季佳倩

新村乡探索三产融合、生态惠民发展路径，助推乡村振兴

一场生态与发展的双向奔赴

崇明蔬菜技术部门开展种源保存工作。

（本版图片均受访者供图）

崇明区绿色农

业发展具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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