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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明天还有最后一车，这

批楚雄等地来沪的蚕豆卖得非常好！”

4月17日，在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市场

经纪人赵亮告诉记者，半个月前，云南

楚雄地区的蚕豆上市，每天约有 600

吨进入市场，然后销往各地，受到了市

民的欢迎。

赵亮从事蚕豆生意多年，对全国

各地种植的蚕豆品质了如指掌。他介

绍，云南楚雄地区的气候非常适宜种

植蚕豆，但由于没有较稳定的购销渠

道，加上缺乏龙头企业的有效带动，经

常会滞销。没想到疫情下，今年的蚕豆

不但没滞销，还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原来，为了让云南“菜园子”与上

海“菜篮子”紧密对接，嘉定区合作交

流办“先发制人”，赶在农产品上市前

和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取得了联系，将

商品细分成蔬菜、水果、综合三大类，

启动帮扶销售工作。在强有力的对接

下，目前，走进江桥蔬菜批发市场的楚

雄蔬菜，除蚕豆外，还有番茄、娃娃菜、

扁豆、芸豆、玉豆、油豆等。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江桥蔬菜批

发市场不仅能为当地销售蔬菜，同时

还通过二级销售商建立生产基地等模

式，给贫困地区带来长久的帮助。“农

忙时，公司的一个基地就能解决 300

多名劳动力就业问题。”赵亮说。

除了做好产销对接，江桥蔬菜批

发市场为了提高楚雄蔬菜的销售速

度，还在市场内建立了绿色通道，优化

办理手续和材料审核流程，让车辆到

上海后就能迅速入场。“市场内的位置

比较紧张，但是扶贫进的货，我们全部

第一时间安排销货。”市场蔬菜部经理

助理裘佳亮表示，市场方面通过开辟

扶贫绿色通道、设立专用摊位、减免进

场交易费等手段，让扶贫不断加速。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在嘉定，我们

有天然的优势。我们和公司建立了随

时沟通联系的机制，无论哪方有需求，

都可以及时联系。”嘉定区合作交流办

副主任潘展平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嘉

定积极与对口地区对接，搭建销售渠

道，多方面发力，解决当地农产品销售

难题，帮助对口地区农产品入沪。如在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开设牟定农特产品

销售窗口，截至目前已销售总额96万

元的腐乳、青花菜等农特产品。此外，

疫情期间，鼓励辖区内农业龙头企业

——上海百蒂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上海推出平价便民蔬菜配送到家服

务。区合作交流办还计划通过在嘉定

建立加工厂等方式，从云南贫困地区

引进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建立品牌价

值，从更深更广的维度帮助当地农户

实现增收。

据悉，2019 年，江桥蔬菜批发市

场所属的上海蔬菜集团各批发平台共

销售云南地区的蔬菜、水果、猪肉等农

副产品超过12万吨，销售额超过8亿

元，帮助2 万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平

稳增收。 记者 俞超

从云南的“菜园子”到上海的“菜篮子”

分分钟产销对接，上市即在沪开卖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农业农

村委了解到，外冈泉泾猪场已完成建

设，预计7月投入使用。猪场采用全自

动系统，实施种养结合，在保障生猪生

产的时，将通过有机肥料改善土壤，打

造有机生态农业。

记者在猪场养殖区看到，每个猪

舍门口都立着一个大储料桶，饲料可

以通过管道运输到每个棚栏，实现全

自动喂料。此外，生猪排泄物落到猪棚

下方区域后，将由机器集中收集，并分

解成沼气和固态有机肥料。沼气用来

发电，有机肥料通过加工后，将撒到稻

田里增肥。

外冈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

春明介绍，猪场投入使用后，将为外冈

万亩良田提供充足的有机肥料，不仅

能改善土壤，还将形成“猪—粪尿—沼

气—水稻”生态循环模式，确保粪污零

排放，构建循环农业模式。

为确保疫情之下不耽误建设工程

进度，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跨前一

步，对照检查内容提前指导企业进行

整改，加快办证速度。“一些没有做好

的地方、需要办理的手续，我们上门提

前做好指导，整改好后，猪场可以直接

申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材料没问

题的话，5 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下

来。”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队长曹杰

告诉记者。据了解，外冈泉泾猪场占地

99亩，设计可存栏生猪1.3-1.5万头，

年出栏商品猪2.5万头。 记者 秦建

可发电、可供肥，
生态猪场7月投入使用

本报讯 为更好服务企事业单位

复工复产，上海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

自身需要，对来自部分地区新到岗（返

岗）员工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嘉定于4

月 12 日启动该项工作。目前，前期完

成检测并合格的部分企事业单位员工

已正常上岗。

“4 月 13 日我从老家返沪时就接

到了单位的通知，并在第二天接受了

核酸检测，当天晚上，我就拿到了样本

检测呈阴性的报告。”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动车段检修车间检

修员董汉生告诉记者，原本以为要在

家“观察”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

上岗了。

记者了解到，上海动车段主要负

责上海、浙江等地动车运维工作，春节

期间工作人员实行轮班上岗制，受疫

情影响，节假日后人手始终不足，给生

产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上海动车段检

修车间工长黄欢表示，在得知嘉定开

展企事业单位申请核酸病毒检测的信

息后，上海站第一时间为返沪员工提

交了申请。目前，参加检测的4名一线

员工都通过了检测，并顺利到岗，车间

检修工作恢复了正常运转。

截至 4 月 20 日，嘉定共有 253 家

企事业单位为471名员工申请了核酸

检测，已累计完成了 196 名员工的采

样，其中 188 人的核酸检测呈阴性并

顺利返岗，另有8 人的样本仍在检测

中。

在此提醒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确

有需求的可拨打电话 021-59528550

进行咨询和申请。根据自愿、自费原

则，企事业单位在提出申请后，区疾控

部门会进行预约登记，经区卫生健康

委审核后，信息将被发送到指定采样

点——菊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北分

中心。 记者 张健

188人核酸检测后顺利返岗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由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下属

EV-AI 智行港和上海市充换电设施

市级平台“联联充电”，共同打造的标

准充电示范站正式揭牌。该充电示范

站或将成为车企和桩企之间互联互通

的桥梁。

记者在位于安亭镇的 EV-AI 智

行港内的标准充电示范站看到，当车

主驾车驶入标准充电示范站后，设备

会自动识别，车位上的地锁随之解开。

充电完成后，车主可以通过“联联充

电”pro版本结算支付充电费用，十分

方便（见上图）。该标准充电示范站不

仅能为充电桩生产企业提供展示产品

的机会，还能为其新产品的实车实桩

测试提供服务。目前，该标准充电示范

站已经集中了9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

最新产品并予以展示。

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管清平说：“我们想打造一个

平台，起到车企和桩企之间的互联互

通作用，通过建设、使用、反馈以及技

术的共同提高，实现整体的‘闭环’。”

据介绍，这一标准充电示范站在运行

过程中，会将所有数据接入上海市新

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

心，为政府决策起到支撑和示范作

用。

记者 李华成

“汽车城”打造充电示范站 简讯

在车企和桩企间架起互联互通桥梁 超早熟马陆葡萄六月见
本报讯 记者了解到，今年马陆

葡萄主题公园暂定5月1日开园，超早

熟葡萄预计6月1日上市，市民自采活

动或将于6月10日开启。

在马陆葡萄主题公园内，有 4 座

智能温室，里面培育的是早熟葡萄品

种“日光红”和“蜜光”。目前，大部分

“日光红”葡萄进入了盛花期。

通讯员 黄柳

地产“金童”“玉女”上市
本报讯 近日，江桥镇翔封路

555号上海繁盛蔬果专业合作社内的

地产小番茄上市了。据悉，合作社往年

种植的都是常规大番茄，今年首次尝

试种植小番茄，引进了“金童”“玉女”

“千禧”三个品种，这也是江桥镇首次

上市本地小番茄。

据了解，合作社今年共种植了26

亩番茄，除小番茄外，今年还新引进了

大番茄“草莓柿子”品种，甜度高达

7.6。

通讯员 宋艳红

紫藤基地“藏”华亭
本报讯 近日，嘉定紫藤公园迎

来一波又一波游客。除了紫藤公园，在

嘉定华亭镇，还“藏”着一个占地面积

10亩的紫藤培育基地，里面种植了30

余个长穗花紫藤品种。基地内除了有

本土传统的紫藤品种，还有“熊野”“阿

知”“牛岛”等日本引进的品种。

由于温差和品种的关系，基地内

不少紫藤还未到盛花期，再过一周左

右，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梦幻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基地正在加紧研究和

培育紫藤盆景，未来，嘉定紫藤或将从

这里走进市民家中。

通讯员 陆蓓蓓

本报讯 当下正值春耕备耕，记

者从区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嘉定不

仅引进了新的稻米品种，还指导农户

使用有机肥，让稻米重回“古早味”。

“这个米是软米类型，光泽、口感

都很好，多次荣获食品评比金奖。”4

月 17 日，在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副主任、推广研究员程秋华向记者

介绍了今年新引进的“沪软 1212”稻

米品种。他告诉记者，除“沪软 1212”

外，今年嘉定还引进了“申优26”稻米

品种进行推广，预计在全区范围内种

植2100亩左右新品种，其中优质稻米

“沪软 1212”种植 850 亩左右，涉及 6

个镇、20家农户，亩产量可达500-580

公斤。“试种下来如果好的话，我们明

年将在全区进行推广。”

记者在嘉定新城（马陆镇）大宏村

的水稻田里看到，一台厩肥撒播机正

在田间来回穿梭，肥料通过播撒机后

方的双排拍打粉碎后，从拖拉机两侧

向农田中播撒而出，覆盖范围在 3 米

左右。短短9分钟的时间，6亩水稻田

就已施肥完毕，肥料被均匀地撒在了

稻田里。“人工的话一个人要播撒8个

小时，机器一来，省了人工，时间也省

了。”农户盛惠忠高兴地告诉记者，往

年这个时候正是施肥的关键时期，几

个工人一起用小型农具播撒肥料，要

忙半个月左右，还容易播撒不均匀，影

响水稻生长，如今有了厩肥撒播机这

个“好帮手”，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

我们今年撒的都是有机肥，到时候和

种植的绿肥一起施到土壤里，稻米肯

定好吃。”

农户们介绍，往年使用化肥，导致

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就会觉得“农

产品不好吃，没有古早味”。从去年10

月开始，嘉定各农田便开始种植以蚕

豆为主的绿肥。近期，各街镇又根据农

业技术部门的指导意见，每亩使用

250 公斤以上的有机肥，以改良提升

耕地肥力，降低化肥使用量，让农产品

再“香”起来。“绿色认证要求有机氮占

纯氮的一半以上，因为种植绿肥和秸

秆还田所产生的有机氮无法达到这个

比例，所以根据绿色认证要求，今年每

亩地要增施0.5吨的有机肥。”区农业

农村委种植业与农机办工作人员于庆

华表示。“现在使用的是由羊粪、菌菇

等加酒精发酵而成的有机肥。有机肥

有助于疏松土壤，利于水稻生长。”

据了解，今年全区将有5.6万亩水

稻开展绿色认证，除 19 台厩肥撒播

机，全区还新增了 6 台高地隙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及6台遥控飞行喷雾机等

新农机装备，农技人员将根据农户需

求提供支持，实现农业生产各环节全

程机械化技术的集成应用与提升，提

高农产品绿色认证率。 记者 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