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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目前与场

馆敲定了 56个蝴蝶兰品种。”瀚灏园艺

负责人段青林告诉记者。继 2013 年参

与中国花卉博览会后，时隔八年，明年5
月，这家位于石湖荡镇的蝴蝶兰种植企

业将再度牵手花博会，成为上海等场馆

的供货商。

“去年 9 月，我们接到通知，就开始

着手准备起来。从挑选种苗、预留苗

种、控温催花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段青林介绍说，为花博会准备的一批成

熟的苗种将在一个月后进行催花处理，

根据蝴蝶兰的生长周期，预计明年 4月

份将陆续开放，从而保证花博会时呈现

最佳的状态。

缘何牵手花博会，段青林给出了这

样的解释：“花卉非常柔弱，对运输要求

特别高，由于运输途中的耗损很大，所

以每届花博会都会根据主办地来选择

周边一带的花卉企业。2013 年花博会

在江苏省常州市举办，对我们来说是一

种机遇，便捷的交通优势使首要条件得

到了满足。”

记者了解到，段青林所在的蝴蝶兰

种植基地为沪上单体面积最大，种植面

积约 1.2 万平方米，全年产量达 80 万

株。园区共有 4家种植户，段青林就是

其中一家，他的两个大棚共计3300多平

方米，主销售区在上海，同时辐射苏浙

一带。

除了基地优越的地理优势，再度牵

手花博会与段青林深耕蝴蝶兰的种植

不无关系。走进苗圃，大辣椒、满天红、

绿熊、安妮等品种的蝴蝶兰争奇斗艳，

花色饱满鲜亮、叶片呈硬革质感且带有

光泽，蝴蝶兰的品质之优可见一斑。“我

们对品质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每个环节

精益求精，并不是单单从量的方面去考

虑。”段青林透露，很多花店、企业客户

需要购买蝴蝶兰时，都会想到这里，积

累了不错的口碑。

“明年的花博会上还将带去一些我

们自己研发的蝴蝶兰品种，是市面上没

有的，有蓝精灵、绿公主、精灵等。”园艺

师常江说，“我们的蝴蝶兰花瓣呈半蜡

质，花期长，整个株形高度大约在35～45
厘米之间，花期会比市面上的蝴蝶兰更

长一些，正常家庭环境下，摆放3个月没

有问题。”

令常江颇为自豪的是，他们此次不

单单只负责花苗的供货，而是参与了花

苗造型设计。常江说：“展出的 56个品

种将呈现56个民族是一家的主题，每个

品种则代表一个民族，要将蝴蝶兰的各

种不同的姿态呈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

的。”他介绍，除了培育花苗，还要负责

花器的采购、与场馆搭配花器、制作花

艺造型等。

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苗圃销售

受挫，段青林却利用销售沉寂的机会思

考并调整产业结构，在台湾、广东等地

广泛选取优质苗种，大力推进广东、江

苏的育苗基地，最后利用上海的便利交

通，将催花和销售环节落在石湖荡镇，

以此打通所有环节，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产业链。“今年的种植量在往年达 20万

株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多，预计可达45万

株。”段青林笃定地说。

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讯

员 陈洁）在近期开展的人口普

查工作中，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009 普查小区的沈娄村是多年

前拆迁遗留下来的散户，房屋老

旧、分布稀散、居住人员复杂，村

子里主要居住着留守老人、外来

种植户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流

动人员数量很大，给普查工作增

加了不少难度。

经开区工作人员沈钢是一

名退役军人，在分配普查小区

时，他主动请缨选择了这块经开

区最难啃的“硬骨头”。

秋收时节，农户们都下地干

活，让沈钢吃了不少“闭门羹”。

11月1日，人口普查登记拉开序

幕，为了确保不漏户、不漏人，沈

钢就将“工作台”挪到了田间地

头。“人在户不在，户在人不在；

见人就登，见户就登。”这已经成

为沈钢的口头禅。

“大妈您好，在干活呀！我

是经开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普查员沈钢，能不能耽误您一

会儿，麻烦您回答我几个问题可

以吗？”沈钢身着白马甲，佩戴工

作证，手持电子设备，正蹲在田

埂上与村民们“唠家常”，仔细核

实登记人口信息。

沈钢说，在摸底阶段就发现

好多外来务工的住户，每天早出

晚归，电话总是无法联系上，而

且沈娄村道路狭窄崎岖，车辆难行，只能步行挨家

挨户收集信息。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他要走

上十几趟甚至更多都是常有的事。每晚整理信息

确保不重不漏，沈钢坚持工作到凌晨。

“个别居民以为我是骗子，不理解、不配合，我就

给他们多解释几遍，慢慢地他们也都明白了。其实

我也能理解老人的想法，那些留守老人平时活动范

围就在村里，消息也比较闭塞，我就耐心点陪他们多

聊聊天，也算是给他们解解闷吧。”沈钢说。

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讯员 施馨颖）“您好，

我是人口普查员也是邮政志愿者，这是我的工作

证明，现在我正在进行人口普查，麻烦您配合一下

我的工作。”近日，松江邮政陈坊桥支局下属天马

营业所的5名青年志愿者主动申请加入佘山镇天

马居委会的“大国点名”队伍，用实际行动助力社

区人口普查的摸底工作。

前期，松江邮政陈坊桥支局就“佘山镇人口普

查微信答题”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形成了居民

“线上”答题，网点“线下”兑奖的业务发展形式。

该支局在与天马居委会的共建活动中，了解到社

区急需一批能奉献、有担当的青年志愿者，帮助年

龄偏大的楼组长开展“智能化”的人口普查统计工

作。为助力地区人口普查工作，贡献邮政力量，也

为进一步融入社区，拉近邮政与居民的距离，该支

局下属天马营业所积极响应号召，立即成立了一

支由1名党员干部带头，4名营业员共同参与的邮

政志愿者队伍。随后，志愿者们穿着邮政工作服，

套上志愿者小马甲，携带着证件和宣传资料，开启

了走街串巷、入户普查之旅。

为切实摸清人口家底，把好事做好，天马邮政

所在安排好日常班务的前提下，组织志愿者们加

班加点加快普查工作，即白天为年龄较大的老人

服务，晚上为忙碌的“上班族”服务，将“人民邮政

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延续到人口普查的工作上

来。天马营业所负责的是网点附近的公房和门面

房，有些本身是网点的老客户，可大多数都是生面

孔，但居民们在看到他们的邮政员工和社区志愿

者的双重身份时，放下了戒心。在指导用户填写

资料的过程中，时不时有居民咨询起邮政业务来，

志愿者们均耐心解答，并告知居民一些经常遇到

的网络金融防诈骗案例，增强居民们的防范意

识。面对邮政志愿者的热情服务、耐心解答、友情

提醒，许多居民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还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为邮政人点赞。

面对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普查任务，天马

邮政所负责人王一青甚至“拖家带口”加入普查志

愿者队伍。王一青和丈夫放弃各自的休息时间，把

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了父母，全身心地向居民们提

供“特殊时期”的“上门服务”。针对“不在户”的居

民，也想出了解决方案。他们逐一电话联系未登记

成功的户主，提供由居民自主选择“再次上门登记”

“App自主填报”或“到邮政网点协助填报”的登记

形式，方便居民们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最适合的普

查方式，有效地提升了普查的工作效率。

在此次志愿服务中，松江邮政志愿者们不仅

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也为邮政品牌树立

了口碑。“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我们很荣幸能够

参与到此次的‘大国点名’队伍中来，也希望通

过我们有限的付出，能为社会多做点事，贡献一点

邮政人的微薄力量。”陈坊桥支局党支部书记沈知

韵说道。

为上海馆提供花苗 参与花苗造型设计

松江蝴蝶兰将再度绽放花博会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每年到了

秋天，落叶就把茸城装扮得绚丽多彩，

形成一道道别具韵味的秋季景观。11
月 9日，市绿化市容局发布了今年的 41
条落叶景观道路，我区有 4条。袜子弄

（中山中路-乐都路）、园中路（南青路-
思贤路）、文诚路（园中路-人民北路）、

谷阳南路（松汇中路-中山中路）将于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6 日实行“落叶不扫”，

届时，市民可漫步在这些景观道路上，

踩着树叶，感受秋天独有的风景。

秋日暖阳，树叶随风飘落，别有一

番情趣。据悉，袜子弄种植悬铃木、枫

杨树，园中路、文诚路皆种植悬铃木及

银杏，谷阳南路则以悬铃木为主。

据了解，“落叶不扫”并非完全不

扫，这段期间，环卫部门将对道路进行

精细化保洁，即通过人工捡拾清扫垃

圾、保留落叶，让市民享受到纯粹的落

叶美景。但若遇雨天、雾霾等特殊天气

或城市重大活动保障时，则以行人通行

安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为先，暂不

保留落叶，实行全面清扫保洁。

本报讯（记者 冯琪） 秋收之际，小

昆山镇迎来丰收时刻。10 余组来自该

镇翔昆居委会和玉昆二村居委会的亲

子组合日前来到万亩良田，开展秋稻收

割观摩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听

取专家讲解水稻收割知识，观摩镰刀收

割和现代化机械收割演示。“左手握紧

水稻，右手拿镰刀，下镰要准，收镰要

快。”年龄较大的孩子还和家长一起上

阵，体验镰刀收割。年龄较小的孩子则

提着竹编提篮，和家长一起去稻田里拾

稻穗。“这是水稻，这是杂草。”孩子们一

边听科普讲解，一边捡拾稻穗。

“农机真厉害，十几个劳动力不如

一台机器收割的效率。今天带孙子来，

他长了见识，我也一样。”在观摩现代化

农业机械收割水稻后，一名家长表示。

据悉，本次活动由小昆山镇学生社

会实践指导站、镇社区学校、上海茸城

社区平安服务社小昆山社工组和上海

松昆农产品合作社联合举办，旨在响应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加强对

青少年的科普教育。主办方表示，在今

后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将把节约粮

食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

容，在社区内继续提倡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的优良传统美德。

左图：孩子们正在喜悦地展示自己

的收获。 被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记者 牛立超） 岁月沉淀，

历久弥新，老字号承载着几代人的记

忆，也是联系文化共同体的纽带。《松江

老字号》新书首发式暨作者座谈会日前

在区委党校举行，一篇篇生动滚烫的文

章集结成书，不仅为松江这座城市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记录，更为人文松江建设

的丰富内涵增添了厚重底色。

记者了解到，《松江老字号》一书内

容丰富，既有记忆中的商铺店肆，也有

松江卤鸡、叶榭软糕、广利粽子等舌尖

上的美味，还有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息

息相关的菜场百货店，以及属于精神文

化生活的小人书店、小书摊等，当中自

然少不了余天成堂这样的百年老店。

据介绍，《松江老字号》是去年 9月

启动征稿，由区地方志办公室、区文联

和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发起，最后由区地

方志办公室结集出版。征稿启事发出

后，市民反响热烈，参与者众多，前后不

到一年，共收到征文来稿 138 篇。这些

作者中，有的本身就是松江文化界的

“老法师”，有的是现代化新松江的建设

者，有的是将老一辈的口述内容整理成

文的整理者，他们共同寻找挖掘散落在

各处的历史碎片，留存住那些寄托着松

江人浓浓乡情，构成几代松江人共同回

忆的老店、老铺、老么什。

结集出版之前，《松江老字号》部分

文章已经在《松江报》、上海松江微信公

众号、松江微历史等平台上连载，读者

跟帖留言热烈，字里行间都是松江人对

这片土地的热爱。

“《松江老字号》勾起了老松江人的

集体记忆，打开了新松江人了解松江的

窗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还将持续整理松江记忆，抢

救性挖掘与保护历史文化，让那些遗存

里曾经有过的丰满历史重新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 陆延玥） 清澈的河

道中倒映着一排整齐而崭新的栏杆，居

民们正三三两两沿着步道散步、慢跑。

近日，方松街道英郡别苑小区内伫立于

景观河道边近十年的老旧栏杆被拆除，

换新后焕然一新，消除了安全隐患。

去年12月，河道栏杆首次出现倾倒

现象，居委会马上采取了应急处置措

施。“考虑到当时河道栏杆已经非常不

牢固，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我们就将

这块区域用铁丝网拦了起来，避免居民

误入。”英郡别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陈

德明说。今年初，居委会向街道河长办

反映了河道栏杆破损的情况，河长办工

作人员到实地察看情况，并制订了初步

整修方案。在河长办的指导和支持下，

居委会因地制宜制作了样板、制订了维

修方案，并于8月开始施工。

据悉，新的栏杆不仅在材质上有所

提升，而且在设计上更为新颖，与居民区

的整体风格相协调。目前，崭新的栏杆

已完成安装，警戒线也已拆除，居民可重

新到河道边散步，凭栏远眺。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哪条河湖

在你心中是最美的？谁又是你身边最

美的护河卫士？2020年松江区“最美河

湖”“最美护河卫士”网络投票昨天启

动，市民关注“松江水务”公众号即可参

与投票，投票持续至11月15日。

据悉，该活动由区水务局主办，区文

明办、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协办。

活动旨在展示治水成果、总结治水经验，

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

湖的浓厚氛围，巩固和提升全区水环境

综合整治成效。经过前期宣传发动，活

动共收到20名“护河卫士”、12个护河组

织以及20段河湖参与评选。第一阶段网

络评选结束后，将于11月16日开展专家

评审。届时，评审部门将根据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现场复核进行综合评定，最终

评选出10条段“最美河湖”、10名“最美护

河卫士”和5家“最美护河组织”。

自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以来，

我区上下坚持河长制、纳管制、网格制

“三制并举”，深入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目前已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河道

水质明显改善，水环境面貌同步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持续提升。在治水

过程中，一大批的河道实现了从“污”到

“清”的华丽转变，与此同时，也涌现出

一大批的“巾帼河长”“企业河长”“河小

青”“河道天使”等民间河长、湖长和河

湖管理保护志愿者。

亲子活动进田间 颗粒归仓悟节粮

承载老松江人集体记忆 打开新松江人学习窗口

《松江老字号》一书发行

“最美河湖”“最美护河卫士”网选启动

河道栏杆存隐患
拆除换新保安全

“落叶不扫”地图公布
茸城四条道路上榜

华亭湖广场绿地改造工程目前华亭湖广场绿地改造工程目前

正在施工中正在施工中，，计划于年底完成计划于年底完成。。改建改建

内容为增设乔木内容为增设乔木、、灌木等植物新品种灌木等植物新品种

及广场花坛等设施及广场花坛等设施。。图为工人正在图为工人正在

建造广场花坛建造广场花坛。。 记者记者 岳诚岳诚 摄摄

蹲
田
埂

坐
地
头

这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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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员
把
﹃
工
作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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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邮政所助力人口普查

既做邮政员
又当“普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