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年前种下一颗“致富果”
如今长成为上海农业“品牌化的样本”

经济 03责任编辑：顾娴慧 59533351

E-mail：xianhui7878@163.com
2020年9月15日

本报讯 毫米波智能传感器芯片

只有一元硬币的 1/6 大小，但却是毫

米波雷达中重要的核心部件。多年来，

这个小小的零部件一直未能国产化。

就在不久前，位于嘉定工业区的上海

矽杰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国家智能传感

器创新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完成了 2

款毫米波智能传感器芯片的自主研发

和测试，填补了该项技术的国内空白。

“矽杰”创始人卢煜昱介绍说：“我

们目前有两个产品线，分别是24GHz

和77GHz两个波段的芯片。围绕这两

个产品线，我们开发了一系列面向不

同应用的模块产品，降低了整个行业

使用毫米波进行雷达感知的‘门槛’，

方便用户在更快时间里推出智能传感

器或者有智能传感能力的硬件产品。”

记者了解到，智能传感器被广泛

运用在汽车、手机、家电等产品领域。

但是，其核心元器件大多都依赖进口。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落地嘉定以

来，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芯”的研发与

制造。截至目前，嘉定区传感器产业项

目共计200个，总投资额1600多亿元。

近年来，嘉定已经集聚了一批包

括上海物联网公司、新傲科技、禾赛科

技等在内的优秀技术领先企业，集成

电路及物联网产业的规上年产值实现

了从 2016 年的 94.2 亿元到 2019 年

275.5亿元的跨越，增速位列全区四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国家智能

传感器创新中心作为创新服务平台对

嘉定制造业的有力支撑，推动了全区

智能传感器产业的全面升级。在上海

智能传感器产业园董事长雷文龙看

来，平台就是为整个传感器产业的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培育孵化。如今，

在上海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智能传感

器芯片从设计到中试到生产制造，再

到封装测试，整个产业链条形成了相

对完整的“内循环”，并加速了智能传

感器行业的人才集聚。

目前，嘉定区已出台针对智能传

感器及物联网这一产业的专项政策

——《关于嘉定区进一步鼓励智能传

感器产业发展的有关意见》及实施细

则，从鼓励企业投融资、降低成本等六

个主要方面推出了 39 条支持举措。

“十四五”期间，嘉定将聚焦发展基于

MEMS 半导体工艺，涵盖力、光、声、

热、磁等类目的智能传感器产业，推动

集成电路、物联网、智能传感器产业发

展，力争到2025年实现产值超过千亿

元的目标。

记者 李华成

本报讯 澳洲淡水龙虾俗称澳洲

小青龙，一直是市民眼中的“进口货”。

如今，这个“舶来品”有了“嘉定籍”，实

现本土化养殖。首批小青龙预计于 9

月底至10月初上市。

近日，位于徐行镇的嘉定区小龙

虾繁育示范基地内，工作人员潘汉青

就在虾棚内检查水质水温。“去年养在

户外，养殖经验不足，加上水鸟、大鱼

的吞噬，总共才收获 100 多斤。”潘汉

青说，所以今年全部养在 5 个室内大

棚里，每个大棚投放虾苗约 5000 只，

预计亩产 300-350 公斤。澳洲小青龙

最适宜生长的水温为25-28摄氏度，

因而每天都要对虾池增水、增氧，每半

月换水一次。

澳洲小青龙外形与小龙虾相近，

但成年后个头是小龙虾的两到三倍，

从最初的米粒大小长到比巴掌还长，

要经过6至7个月时间。目前，虾池内

的澳洲小青龙普遍重约一两，一般长

到3两重就能上市售卖。据悉，从明年

开始，嘉定区小龙虾繁育示范基地将

自行开展小青龙的育苗工作，从繁育

到养殖完全本地化，进一步丰富嘉定

水产品的种类。 通讯员 闵慧翀

简讯

“易谷”一研发总部
落户嘉定

本报讯 近日，江桥镇北虹桥科

创中心 80-02A 地块成功摘牌，易谷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此建设易

谷网络智能通信研发总部。

该地块东至基地边界、南至鹤友

路、西至天启路、北至基地边界，用地

面积 678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57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科研设计用地。根

据规划，易谷网络智能通信研发总部

项目将构建易谷网络下一代全球领先

的客户联络解决方案，融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多媒体通信等先进技

术，成为集技术研发、综合监控、客户

体验为一体的综合项目。

通讯员 宋艳红

走进嘉定新城（马陆镇）大裕村，

随处可见葡萄大棚。1981 年春天，大

裕村种下2.2亩巨峰葡萄，也种下了村

民的“致富果”。如今，马陆葡萄不仅成

为市民“舌尖上的美味”，更成了上海

农业“品牌化的样本”。

大裕村的葡萄之所以能够变成

“致富果”，离不开马陆葡萄研究所。

1980年，单传伦来到当时的马陆人民

公社，从事葡萄生产研究。1992年，马

陆葡萄研究所在大裕村成立，单传伦

担任所长，带领科研团队，在控制葡萄

“计划生育”的同时，不断探索葡萄栽

培。“我们制定了巨峰葡萄亩产 1500

公斤标准化栽培技术，并且开始实施

果穗套袋。”单传伦介绍。

从重产量到重质量，马陆葡萄产

业进入了规范化种植之路。2002 年 9

月 8 日，马陆葡萄研究所生产的“马

陆”牌早、中、晚熟葡萄通过了上海市

安全卫生优质认证。如今大裕村已经

有20多个合作社、30多家农业企业、

近 600 户葡萄种植户，葡萄种植面积

达到2400亩。

“今年销量特别好，我们合作社的

葡萄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卖完了！”记者

见到上海展信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徐海峰时，他正忙着清理田间的葡萄

枝叶。徐海峰告诉记者，他的合作社今

年种了105亩葡萄，目前看来，每亩地

近万元的收入不成问题。

2002年，还在外资企业任职的徐

海峰，也加入到了葡萄种植大军，与他

人合作承包了 20 亩葡萄地。“一开始

是想作为兼职种种看，没想到上手后

发现不但政策上对种植户有倾斜，而

且管理也比较规范。”此时，马陆葡萄

产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免费培

训指导、统一订购种苗……借着政府

扶持的“东风”，徐海峰这个“葡萄小

白”很快上手，小苗怎样优化管理、下

多少有机肥、沟要挖多深，每一步都有

一套详细方案，让他种植葡萄更有了

底气。

随着规范化种植和葡萄市场逐渐

建立，两年后，徐海峰的合作社实现了

葡萄种植的大丰收，不仅收回成本，还

有不少盈余，于是他干脆辞掉了外企

工作，专心当起了葡萄种植户。

在大裕村，和徐海峰一样的人不

在少数。他们乘着政策的春风，走上了

致富路。日前，由交易市场升级打造的

马陆葡萄地标农产品展示中心正式启

用，展示中心由政府搭台，采取统一管

理、集中售卖方式。

近年来，在马陆葡萄这一品牌的

引领下，大裕村的葡萄产业也从单纯

的种植开始向都市型观光休闲农业转

型。葡萄摄影绘画赏、大学生创意设计

大赛、嘉源海艺术节、商用车模型展

……每年夏季，上海马陆葡萄节吸引

游客达15万人次。“让葡萄牵手艺术，

是大裕村的个性。”大裕村党总支副书

记袁丽萍说。近两年，大裕村通过筛选

淘汰 32 家劣势企业，实现“腾笼换

鸟”，引进了嘉源海国际艺术园区、艺

源“非遗”体验中心等文化产业，打造

了集葡萄产业、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等

于一体的“葡萄艺术村”，更好地挖掘

“马陆葡萄”的附加值，使“文化”元素

融入葡萄产业发展。

“我们还将借助马陆葡萄品牌效

应，在大裕村村域内以点带面构建一

个集农业发展、文化创意和旅游休闲

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园，并把18个合作

社、224户葡萄种植户、17家文旅企业

有效组织起来，实现产业生态、园区业

态的高度融合。”袁丽萍说。记者 秦建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持续发力，为企业自主研发赋能

用“1/6硬币”撬动1000亿产值

蔬菜基地投巨资升级技术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上海佳飞

蔬菜专业合作社了解到，在市、区、镇

三级政府的支持下，总投资1300万元

的改造升级项目即将开工。建成后，合

作社将增加连栋温室、移动苗床、水肥

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蔬

菜分拣包装流水线、废弃物处理配套

设施等设备，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

这次升级改造对于“佳飞”来说，

将是一次质的飞越。事实上，合作社创

办至今只有短短 7 年，但已是国家级

示范专业合作社，发展到占地300亩、

拥有 225 个现代化标准大棚的规模。

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合作社负责人颜

骅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颜骅是一名“80后”大学生，毕业

于同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但却对蔬

菜种植十分感兴趣。和父母商量后，他

辞去了国企的工作，在家乡封浜创办

了佳飞蔬菜合作社。为了与农民、土地

打好交道，他一方面跟着经验丰富的

老农户学习，另一方面走出去引进先

进技术。目前，他已经考取了拖拉机驾

驶证，还在备考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和

植保无人机驾驶证，准备学成之后，把

这些技术传授给农户。此外，为了提升

蔬菜品质，他花了整整5年时间“养”

土：平整土地、河道清淤、挖湖蓄水

……如今，黄鼠狼、狗獾、鸟类都是合

作社的“常客”。

目前，颜骅在上海地区开了 4 家

农副产品直营店，位于江桥镇金耀路

上的直营店去年开业，尽管周边菜市

场已有规模，但直营店仍旧凭着质优

价美的商品吸引了不少顾客。对于合

作社的未来，他计划将合作社打造成

农家乐基地，有采摘、垂钓等休闲区

域。同时与学校合作，将合作社打造成

校外实践基地，向孩子们推广农业生

产知识。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交通委

运管部门了解到，嘉定区域性出租车

的新能源车辆升级工作正式启动。目

前，首批嘉定大众的20辆出租车已更

换成新能源车，并上路营运。

记者注意到，纯电动出租车颜色

依然为橙黄色，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悬

挂了新能源绿色牌照。出租车司机李

坚说，新车运营一天后最大感受就是

电费比油费便宜不少。“燃油车一天费

用在140到150元，纯电动车充电费只

要 40 到 50 元，一个月可以节省 3000

到4000元成本。”目前，采用直流充电

的纯电动出租车，从零到充满电需要

90分钟左右，可续航约400公里，基本

可以满足一天营运的需求。公司和第

三方已在城北路1585号、叶城路嘉禾

大厦、福海路胜辛路路口等区域设置

了6个集中充电站。同时，全区的4000

多个公共充电桩也可为司机充电提供

便利。嘉定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钱耀铭表示，公司还将安装超

快充电站，“争取能够在30分钟内，将

电量从零充到100%。”

据悉，纯电动出租车起步价为14

元，包含 3 公里里程，超出部分为 2.5

元/公里。今后，嘉定区域性出租车的

更新，原则上不再增加燃油车。原有车

辆都将按使用年限逐步淘汰，以新能

源车辆替换。 记者 张健

小康生活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

出租车升级换新，20辆纯电动车上路

澳洲小青龙有了“嘉定籍”

9月13日晚，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舞蹈在嘉定新城西云楼的水岸边开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据了解，这场演出

名为“水岸月之舞”，9月的每个周末夜晚都会在西云楼亮相。 通讯员 黄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