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zhangyunchu@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吴婷 2018.3.27

PUDONG 浦东

7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实习生 张诗

欢）又到一年赏花时,在大团海上桃花源，

来自中国台湾拉拉山的5个品种的桃树整

齐地种植在金灿灿的油菜花间，满树花骨

朵含苞待放。作为大团镇与中国台湾桃

园县两地携手开展的桃树新品种栽培技

术对接交流项目，这些“两岸桃”经过 4年

多的栽培，将在今年首次结果。

拉拉山水蜜桃是台湾桃园县复兴乡

（现为桃园市复兴区）最负盛名的特产之

一。而浦东大团镇也是上海知名的水蜜

桃产地。两地都是以“桃”闻名，结缘于

2012年，台湾桃园县代表团前来参观上海

桃花节，希望以桃为媒助推两地农业合

作。

其间，桃园县复兴乡与浦东新区大团

镇签订农业合作交流备忘录。2014年，浦

东新区与台湾桃园县复兴乡达成两地桃

树新品种栽培技术对接交流协议。这个

项目落实到了上海东元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创办的“大团桃业创新基地”，即大

团海上桃花源。

当年 2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台协的

牵头下，大团镇引进了来自桃园县复兴乡

的226根桃枝，包括拉拉山壹号、复兴1号、

中津白桃、早桃、晚桃等5个品种。东元公

司聘请了新区农委的高级农艺师，对这些

桃枝进行苗木嫁接，最终存活165棵，存活

率为73%。2015年1月，东元公司对这165
棵苗木进行了移栽，移栽面积5亩，并逐步

扩展种植面积至50亩。

“引进台湾桃品种，既是探索桃新品

种的重要开端，也是两岸农业交流的见

证。”上海市台协浦东工委会总干事张惠

明说。他介绍，浦东和台湾两地每年都会

组织互访交流。“未来，两岸的文化交流一

定也会越来越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

在两地生根、开花。”张惠明说。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支由在

沪台商和台湾学生组成的代表团走进海

上桃花源，察看桃树的成长情况。在浦东

从事餐饮行业的原俊杰已经来沪17年，他

说看到来自台湾的桃树感到非常亲切：

“我外婆就是拉拉山人，看到拉拉山的桃

树在这里长势良好，心情很激动。家乡的

桃树成功种植到了大团，‘两岸一家亲’的

感受更深了。”

今年大团将结出中国台湾拉拉山水蜜桃

165棵桃树见证“两岸一家亲”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舞蹈《桃

花殷殷》、独唱《田野的春天》、浦东二人转

《卖桃子》……昨天，在一个个具有农耕文

化特色的节目表演之后，2018年上海桃花

节老港滨海世外桃源正式开园迎客。游客

走进滨海世外桃源，一睹桃花盛开的美

景。老港镇区域发展办主任高克异介绍，

今年桃花节老港景区将于 4月 1日进入盛

花期，4月1日至10日为最佳赏花期。

本次桃花节老港以“生态老港 美丽乡

村”为主题，为游客准备了“三千人看老港”

“四月春风桃花宴”天天演等主题活动。同

时，串联起滨海世外桃源、大河蔬果园、老

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火箭发射地等特色

景点，为游客呈现一个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的新老港。

高克异介绍，老港在桃园景点基础上，

加入现代农业景区，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展示老港的农业发展前景。“从过去传统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现在全自动无人生

产技术，老港农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希望借此机会让百姓重新认识老港农

业。”此外，农家菜擂台赛、“美丽乡村邂逅

美丽爱情”大型相亲活动等也将在桃花节

期间举行。

接下来，老港镇将借助桃花节品牌效

益，结合农业功能定位，打造乡村休闲农业

平台。“我们希望结合乡村游、学农游与科

普游，让游客们感受老港美。”高克异说。

游客在滨海世外桃源一睹桃花盛开的美景。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老港滨海世外桃源开园迎客
借桃花节品牌效益打造乡村休闲农业平台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上周，

周浦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正式启

用。接下来，周浦镇将通过大数据智慧

平台，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视频

感知网和防范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城运

网格化综合管理、社区治理与应急管理，

实现城市精准治理。

周浦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位于

年家浜路 406号，建筑面积约 2000平方

米。

城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吴蓓介绍，周

浦针对城市管理中的难点、顽疾，开发了

道路拥堵、违章渣土、消防联动、人脸识

别、人群监测、智能巡屏等系统。通过智

能感知收集数据，汇集至大数据平台，再

传送到城运中心指挥平台，由工作人员

进行案件分析，并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处

置解决，以此逐步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

理。

目前，周浦全镇有超过 5000个监控

设施。城运中心此次将镇内所有监控设

施进行整合，制成一张GIS电子地图，并

通过三种图标区别道路监控、小区监控

及人脸识别监控。吴蓓介绍，只需要点

击每个点位就可以看到监控的方向及覆

盖的区域范围。去年，城运中心完成了

镇内 64个小区以及道路监控的联网工

程，“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这项工作，

让GIS地图更丰富、全面。”

此外，城运中心还开发了定时巡屏、

人群观测、人群密度监测、消防报警、轨

迹感应、车辆违停、案件分析模块，并已

投入使用，以此保障居民生活、工作安全

及城市运行秩序。“之后，我们还将在小

区智能道闸、智能消防、智能窨井盖等领

域进行智慧化建设。”吴蓓说。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陈巾

文）绿化遭破坏、居民停车难……曹路镇

民耀路 98弄小区存在着不少老小区共

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给居民

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小区所在的阳光

苑居委发起了“繁花似锦”项目，并吸引

了党建共建单位共同参与。

民耀路 98弄小区是阳光苑居委辖

区内最小的小区。小区建成初期，绿树

郁郁、绿草茵茵，近年来却由于居民车辆

停放、装修材料堆放等原因，绿化遭到大

面积破坏。

小区党员、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借

助“小区议事堂”对绿化问题进行了商

讨，决定成立“繁花似锦”项目，借此消除

小区绿化“瘌痢头”现象，将小区建成繁

花似锦、美好宜居的绿色家园。

小区内喜爱种植花草的居民、“小区

议事堂”志愿者等组成了“繁花似锦”项

目团队。团队成立后，大家立刻动了起

来，修复了中心花园绿地，在花园入口处

加装了路障，花园内的石凳也被换成了

休闲椅。志愿者们还在周边的墙上画上

了彩绘。

3月中旬，阳光苑居民区党支部联

合曹路消防中队、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

学院党总支、上海城投（房产）公司党支

部等 8家共建单位，与“繁花似锦”团队

共同开展了“党建联建、共建美丽家园”

活动。共建单位各自认领了树木，除草

浇水。

阳光苑居民区党支部相关人员说，

党建引领，借助党建联建平台，整合共建

单位和居民群众等各方资源，有助于更

好地创新社会治理，调动居民参与度，群

策群力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严静雯）近日，“乐

业上海”2018年高桥镇春风行动暨春季招

聘会举行，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上海嘉

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 41家企业共推出

近700个岗位，企业所属区域辐射高桥、高

东、高行、金桥、浦兴等多个街镇。

此次推出的岗位主要涉及操作工、文

员、销售等工种，岗位薪酬相比去年有所提

高，月薪普遍在4000至6000元。求职者对

于薪资期望上升的同时，企业对技术工人

的需求也有了提升，要求也更高。

高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除了举行招聘会，高桥镇还开展

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提高求职者的专业

素养与技能，促进求职者就业。

主办方还邀请了新区开业、职介、培训

等方面的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提供

创业指导、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和政策咨询

等服务，帮助来沪从业人员充分了解本市

公共就业服务措施、社会保险政策、维权途

径，也让用人单位了解招用来沪人员的相

关政策信息，并引导他们提高招工退工登

记备案意识，进一步规范用工行为。

■本报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杨德明

上周日，祝桥镇金星村“沪剧之家”

活动室内琴声悠扬，乡音绕梁。原来，金

星村的老年沪剧迷与邻村的沪剧迷正在

一起交流演唱。

金星村“沪剧之家”创建已 8年，队

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 10 多人增加到

现在的 40多人。筹建之初，活动室“家

徒四壁”，里面仅有几只塑料凳，没有

扩音设备，沪剧爱好者只能放开喉咙

大声唱。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听闻后，

拨出资金，为“沪剧之家”添置了一套

音响，安装了中央空调等，还备了茶

水。如今沪剧迷们再也不用“声嘶力

竭”了，轻松演唱，观众也能听得清清

楚楚。

在村委会的全力支持和关怀下，金

星村“沪剧之家”凝聚了本村和周边喜爱

沪剧的老年村民，开展沪剧大家唱活动。

金星 5 组的黄水芳动迁后无所事

事，热衷于打麻将，时间长了颈椎酸痛，

后来在老姐妹的鼓励下来到“沪剧之

家”，成了积极分子，唱了一年多，不仅颈

椎病好了，演唱水平也快速提高，在年前

的镇沪剧擂台赛中还获得了优秀奖。东

港花苑的徐文花，以前成天看电视，后被

人拉到“沪剧之家”，刚开始不敢放声唱，

现在也能老练地演唱难度颇大的沪剧唱

段，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退休老师宋

兰华，在校时曾是文艺骨干，退休后一度

情绪低落，自从来到“沪剧之家”，就成为

了台柱子。

沪剧迷们在沪剧能人张祥龙的悉心

指导下，不断提高演出水平，而且常演常

新。张祥龙还请来了以前在市沪剧团工

作的严根娣老师来给大家辅导，大家的

演唱水平更上了一个台阶。经反复排

练，像《雷雨》中“四凤罚咒”、《星星之火》

中的“隔墙对唱”等高难度唱段，大家都

能熟练掌握了。

放声唱沪剧，信手拨琴弦。如今，村

里的老年沪剧迷视“沪剧之家”为自己老

有所乐、老有所依的家。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3月 25日，

泥城镇开展 2018“科创临港·美丽泥城”

主题摄影暨泥城镇文化“三下乡”活动，

近千名摄影爱好者和“三下乡”文艺工

作者、志愿者、驻地部队官兵及泥城居

民齐聚一堂，共享一场视听艺术的盛

宴。

活动现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系列报道、“家门口”服务、美丽庭院创

建工作纪实等宣传版面吸引了不少居民

驻足观看。磨剪刀、理发、修伞、量血压

等“一站式”便民服务摊位前排起了长

队。此外，芦苇编织、土布技艺、灶花、剪

纸、糖画等项目向社区居民展示了非遗

保护的成果，吸引了不少老年居民和孩

子的关注。

在彩云二号舞台广场，鼓舞《欢聚一

堂》、音舞快板《新时代新征程》、舞蹈《不

忘初心》等节目接连上演，赢得了台下观

众的阵阵掌声。今后，包括风情土布秀、

舞蹈、时装秀、脱口秀、戏曲联唱等多种

类型的演出还将陆续送至各村居，让居

民在“家门口”一饱眼福。

当天，来自全市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组团来到滨河文化公园、红色泥城主题

馆、“美丽庭院”建设示范点，捕捉泥城的

美丽瞬间。据了解，“科创临港·美丽泥

城”主题摄影活动将持续至6月下旬，届

时将从摄影爱好者提交的作品中选出一

百幅优秀作品，并以主题摄影巡回展的

方式进行集中展示。

泥城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旨在进一步弘扬泥城的革命传统和时代

价值，向更多社区居民展示泥城镇的发

展成果，从而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

参与临港和泥城的开发建设。

高桥“春风行动”
辐射多个街镇

晚年风采别样红
——记祝桥镇金星村“沪剧之家”

泥城镇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

曹路阳光苑创新社会治理

党建引领再现“繁花似锦”

周浦开发大数据智慧平台
实现城市精准治理

指挥大厅内的全域监控系统启用。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游客在桃园内赏景。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