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梅天的总体气候特点可

以概括为气温高、湿度大和气

压低。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人体舒适感是非常差的，有一

部分本身就有陈年老病的人更

容易旧病复发或者病情加重，

因此，如何在黄梅天里通过一

切可能的途径，做好自身保健，

平稳顺利度过这段时期，是广

大市民很关切的话题。

一、居家篇
黄梅季节来临，经常雨水涟

涟，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哪儿都是

湿漉漉的。这样的天气里，家里

的衣服被褥很容易受潮发霉，因

此要特别注意防霉。在细雨暂

停、阳光重现的间歇里要抓紧晾

晒，有些小物件可以用电吹风进

行干燥。这不仅能延长衣物使用

年限，更重要的是减少病菌，降低

生病的可能。

对于黄梅天气里容易滋生的

苍蝇、蚊子及其他无名小虫，可以

到中药店买一点苍术、白芷、艾

叶、野菊花之类的中药，回来做成

烟熏剂，可以有效驱虫防虫。

尽管在黄梅天大部分房间中

都会使人有水湿浸渍的感觉，但傍

晚时分，适度地开窗交换空气是十

分必要的。新鲜空气的对流能够

极大地减少细菌病毒的滋生。

二、饮食篇
民以食为天。在这种不太

舒服的季节里，我们更要注意

饮食的调节，以增强抵抗力，降

低发病可能性。

“饮”。我们一方面要注意

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同

时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为了追求冰凉清爽的感觉，过

度依赖冷饮。很多人都喜欢喝

的冰啤酒也存在同样的弊端。

我们要注意适度、适可而止。

不能只图一时之爽而恣意妄

为。平时体质就偏于阳虚的人

就更要多加小心了。

“食”。黄梅季节，食物特

别容易变质。为了避免“病从

口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要

注意菜要烧熟烧透，尽量每餐

做的食物一餐吃尽，实在吃不

了的也要及时冷藏，以免高温

高湿的环境下食物变质。冷藏

的食物重新烹调的时候，也一

定要烧熟烧透。另外，少吃凉

菜，尤其要少吃荤性的凉菜，因

为这些荤性凉菜就是细菌的良

好培养基。

三、运动篇
梅雨时节，气压比较低，

人体血液内的含氧量相对较
低，如此一来，体质不好的人就
会觉得有些憋闷，似乎有一种
气不够吸的意思。尤其是原
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或哮喘
等疾病的患者，这种感觉会更
明显。因此，在这样的季节里，
我们特别要注意适当运动。

由于经常下雨，早晚锻炼
不很方便。其实不然，只要我们
心里高度重视，养成习惯，哪儿
都是锻炼的机会。早上上班，提
前几站下车，走着到办公室；不
坐电梯，走楼梯；少骑车或少开
车，多走路；在家里的地板上认
真做几十个俯卧撑；甚至在办公
室里工作一段时间后，站起身，
认真地“扭扭脖子，扭扭屁股”，
所有这些都是锻炼。

对于那些本来就有疾病的
人群来说，一定要在专科医生指
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病情的运动
项目，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要急
于求成，((下接2-3版中缝）

黄梅天
养生保健攻略

水库里捉鱼（五）

1985年，一对年已古稀的夫妇，专程从

上海赶到护塘小镇，凭着 40 年前的记忆，

找到了他们时时相念的一位老年妇女－－

蔡秀娥。相隔 40年的聚首，三位老人嘘唏

不已，他们互致问候，回忆往事，百感交

集。当得知蔡秀娥的生活有些困难后，两

位老人又特地赶到漕泾，找到当时的乡长，

反映蔡秀娥当年曾担任过地下工作联络

员，为抗战作出过贡献，希望乡政府帮助她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这两位老人，男的叫乔甫宽，女的叫

黄竞之，是漕泾地区共产党组织最早的

领导人。《漕泾志》上有记载：1943 年 10
月，“乔甫宽化名王银山从浙东到柘林组

织盐民 30 多人成立‘弟兄会’，在盐民中

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作建

党准备”。翌年 3 月，“成立了中共大沙

支部（又称盐民支部），支部书记乔甫

宽”。“民国 34 年（1945 年）初，乔甫宽任

中共奉西区委书记”，“同年 10 月，乔甫

宽随新四军北撤山东”。“次年夏季，大沙支

部先后由中共浦南工委特派员黄竞之、侯

立明、金佩杨、萧斧领导”，直至解放（当时

柘林隶属漕泾，1950年5月划归奉贤县）。

1997 年 1 月，八十多岁的黄竞之和乔

甫宽致信“漕泾镇人民政府民政科负责同

志”，在同一页纸上两人分别写了“关于邓

桥村蔡秀娥同志任地下工作联络员的情况

证明”。黄竞之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抗日

战争期间，我（黄竞之）是中共浦南工作委

员会委员，以新寺胡油车小学校长的身份

为掩护。1945年三、四月间，接到中共淞沪

支队西遗支队负责人林岑同志（去年已故）

的信，要我到部队去。下午到了漕泾的西

护塘地下联络站－－豆腐店，找到蔡秀娥

同志，由她送我到西遗支队后，她再返回联

络站”。乔甫宽在信中写道：“我（乔甫宽）

当时是以柘林镇盐民福利会会计的身份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 1945 年三、四月间

接到淞沪支队西遗支队负责人林岑同志派

人送来的一张条子，让我去漕泾镇西护

塘。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在豆腐店内找到

了蔡秀娥同志，她打扮成一位农村妇女的

样子，一手拿着一只篮子，另一只手拿着一

把镰刀（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部队也经常在

那一带活动，如果碰上有生命危险），她送

我到西遗支队后即回去了”（以上引号内的

括号中文字系黄、乔两人的原文）。两位耄

耋之年的革命老前辈再次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证明蔡秀娥任过地下工作联络员，为抗

战工作作出过贡献。

蔡秀娥是筱梓里戚家的媳妇，跟丈夫

在护塘小镇上开豆腐店，是豆腐店里的老

板娘。她脾气直爽，为人大方，生意很好，

于是领了一个童养媳做帮手。童养媳叫沈

仙宝，娘家在山阳戚家墩。沈仙宝除了做

家务外，还去老宅田里干农活，勤快能干，

热情大方。1944 年 6 月，中共淞沪地委组

建的浦南游击西遗支队驻扎在蔡家圩，另

外组织一个小分队驻扎在护塘小镇上，以

便及时了解掌握日伪行动信息。小分队队

长黄田根，小名黄阿田，时年二十三岁，二

十岁时就已加入新四军，在朱亚明的“三五

支队”里做情报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运送

枪支、药品等特殊任务，受到领导器重，将

他派在护塘小镇上开展工作。黄田根也是

戚家墩人，很快，他就发现了豆腐店里的童

养媳是他老家的邻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他发现沈仙宝婆媳俩的人品都很好，人

缘也很好。于是，就有意接近她们，帮她们

磨豆浆，做杂活，去田里干农活。豆腐店房

子比较宽畅，黄田根的小分队就以帮工的

名义入住豆腐店，一面帮忙干活作掩护，

一面开展地下活动。

1944年秋，戚家豆腐店已经正式发展

为我党的地下联络站。蔡秀娥人头熟，待

人热诚，街坊邻里关系好，很合适做地下

联络工作。她常常帮助浦南游击先遗支

队出主意，帮助领路，传递情报。情况紧

急时，她仍临危不惧，自告奋勇，敢于冒风

险。有好几次，她把顶头手巾（土布做的

妇女头巾）一戴，豆腐干篮子往手臂上一

挎，就出门了，把情报送到漕泾、阮巷、胡

桥、甸山、亭林等地。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从未暴露过，也从未出过差错。

解放后，她的事迹渐渐被周边的群众

传颂开来。《沙家浜》电影放映后，她被人们

称为护塘镇上的“阿庆嫂”。

护塘镇上“阿庆嫂”
□选自《西护塘的故事》

 乡 村 放 歌

 二 十 四 节 气

芒种

节日谚语
◇ 芒种忙，麦上场。

◇ 夏季农活繁，做好收、种、管。

◇ 大旱小旱，不过五月十三。

◇ 五月十三，不雨直干。

◇ 吃了端午粽，寒衣不可送。

◇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

◇ 机、畜、人，齐上阵，割运打轧快入囤。

◇ 推车不用教，全靠屁股摇。

◇ 两腿拉得宽，屁股摆得欢。

◇ 平路怕后沉，上坡怕前沉，下坡载重

难驾稳。

◇ 小麦选种在田间，弄到场里就要掺。

◇ 选种忙几天，增产一年甜。

◇ 若要种子选得好，秆粗、穗大、籽粒饱。

◇ 秆黑粉，不抽穗；散黑穗，不长粒；腥

◇ 黑穗，粒腥味。

◇ 麦收有三怕：雹砸、雨淋、大风刮。

◇ 麦在地里不要笑，收到囤里才牢靠。

◇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

芒种的“芒”字，是指麦类等有芒植

物的收获，芒种的“种”字，是指谷黍类作

物播种的节令。“芒种”二字谐音，表明一

切作物都在“忙种”了。所以，“芒种”也

称为“忙种”，农民间也称其为“忙着

种”。“芒种”到来预示着农民开始了忙碌

的田间生活。左河水的《芒种》诗称其气

象和农忙的情况为“艳阳辣辣卸衣装，梅

雨潇潇涨柳塘。南岭四邻禾壮日，大江

两岸麦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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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云

初夏一个雨后的上午，刚插秧的水稻田里

正在向外排水，稻田水汇集在大明沟里，流向

沟顶端的河浜。稻田水携带着泥土的芬芳和

肥料的养份，引得河浜里的鲫鱼纷纷游向大明

沟泻水的地方，还拼着全力向上拱水。可惜沟

口与河面的落差有点距离，鲫鱼们虽然很“卖

力”，但还是拱不上去。于是，大明沟泄水处河

浜里已形成的水潭里，鲫鱼们越聚越多。

此时，张家阿二不失时机地出现在那

里。他把手中的夹网抖开抛下，网垂子刚沉

下水，他就把支网的两根竹竿急速地乓了两

下，随乓随后退，并用力把两根竹竿举起来，

让网离开水面。随着“咔嚓”一声响，一根竹

竿经不起重量断裂了，可他没有停顿，反而加

速后退，尽力把网拖上岸来。张家阿二毕竟

是水库里捉鱼能手，不但动作快，果断，而且

临危不惧，善于应变，从下网到把一网鱼拖上

来，前后不过二、三分钟。

夹网，也叫乓网，因捉鱼时动作很快，人

们又戏称其为“强盗网”。网长 4 米左右，宽

约 1 米，下纲系沉子，上纲系浮子，上下纲的

两端各结在一起，分别栓在两根各长 3 米多

的竹竿上，是改革开放初期才“亮相”的新型

网具，轻巧、方便、快捷，一般人都会使用，就

连十二、三岁的“顽皮小鬼”也能用其捉鱼。

张家阿二使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想要吃鱼

了，拿着夹网出去，用不了多久，就能满载而

归。那天雨后，他只下了一次网，就拖上来

20 多条鲫鱼，虽然断裂了一根竹竿，但一网

捉到如此多的鱼，他还是高兴。

一次，阿二同一个宅基上的老张家建造

小屋。那天正好是星期天，老张的二个小外

孙也赶过来凑热闹。相帮的人开玩笑，说他

们又不会帮忙，肯定是趁此机会到外公家来

吃肉的（那时生活条件苦，平时吃不到肉）。

二个外孙也不回嘴，站在场角上“看冷清”，一

会就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正在人们猜想着两

个孩子是否赌气回家去了，他们俩却每人提

着两大串鱼回来了。他们以前来外公家时见

到过张家阿二用夹网鱼乓鱼，也曾试着摆弄

过。那天，他们在场角上“看冷清”时，发现阿

二家小屋前放着那个夹网，正好阿二家没有

人，于是拿了网就溜出去乓鱼，用柳树枝条把

捉到的鱼串起来，居然也“满载而归”，成了那

天相帮人饭桌上的主菜。大家都夸奖老张的

两个小外孙能干，长大后肯定也是捉鱼能手。

 心 底 走 笔

古诗词里的端午粽
□盛国权

夏日高照，端午欢腾。端午迈着灵巧

的步伐，向着我们走来。

端午是美丽的而又是欢腾的，也是激

情而又热烈的，端午和粽子，是源自战国的

传统节日和传统美食。历代文人雅士对粽

子都有吟咏。翻开唐诗宋词，经典永流

传。“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这是李隆

基最爱的丸子粽。盛唐的京城长安，流行

丸子粽，就是将九只大大小小的粽子连城

一串，以九色丝绒扎成，大的串上，小的串

下，有棱有角，香甜可口。诗人温庭筠看到

盘中盛着丸子粽，酒瓶装着美酒，顿时诗兴

大发，吟诵“盘斗九子粽，瓯擎五云浆。”

诗人元稹的“彩缕碧筠粽,香梗白玉

团”描述了粽子的色彩斑斓。那么沈亚之

则是缕缕粽香入诗柬：“蒲叶吴刀绿，筠筒

楚粽香。”那吴地刀剪绿蒲叶时，正值楚地

筒粽飘香。可见，这里的楚粽，就是楚人祭

屈原投江的竹筒粽。真是，前者是箬叶包

粽，后者是蒲叶下剪。

“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这是诗人

姚合的角粽，粽成牛角状。诗人以一“闹”

一“和”，将渔家人欢度端午的气候烘托出

来，一个“闹”字，让你听到歌手，一个“和”

字，让你嗅到粽香。可见姚合诗句的“遥相

呼应。”

到了宋代，粽子更加讲究，何止是“艾

叶浸米裹之”的艾香粽了？苏东坡的“不独

盘中见卢橘,时於粽里得杨梅”从诗词中不

难看出，那是杨梅等果脯已成为包在粽子

里的馅料。“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这是

陆游笔下的两角棕。而欧阳修笔下的“五色

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

诚想，一手托着镶金的盘子，盛着五彩新丝

线扎成的三角或多角粽，去分送朋友，一手

摇着绘有凤凰图案的织团扇，着实施一幅端

午美景图。

清代林苏门的“一串穿成粽，名传角黍

通。豚蒸和粳米，白腻透纤红。细箬轻轻

裹，浓香粒粒融。兰江腌酺贵，知味易牙

同”。写尽了“火腿肉粽”的妙处。品古典

诗词里的粽子，遥想它的色、香、味、形、品

尝了一份有文化典蕴的“古典粽子”。那么

当今粽子在超市里种类繁多，除了嘉兴“五

芳斋”的粽子驰名中外。人们已不满足与

糯米粽、栗子、国人等馅的粽子，更有黄色

的咸蛋黄粽、白色的莲子粽，绿色的蚕豆

粽、红色的吃豆棕；近年来，鲍鱼粽，海鲜粽

等也已粉墨登场，令消费者啼笑皆非。

粽子——带着袅袅悠悠、软软糯糯、爽

爽滑滑的原味，在人们的唇齿中久久回旋；

粽子，已成为传统的端午节不可或缺的传

统美食。是呀！古诗词里的端午粽着实令

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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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 缪广霞 记者

徐锋琴）“我区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有什么举报途径?”答：“可以拨

打举报电话，上微信公众号‘平安金

山’或者写信给区扫黑办举报等等。”

5月31日上午，我镇组织全镇干部、

相关人员进行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应知应会知识考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

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

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我镇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

导，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会议精神，不断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

营造氛围，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新漕泾》报、小区电

子屏、宣传橱窗等传统媒介和网

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广泛张

贴、悬挂、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并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紧密融

入到“四民课堂”、“法语漕堂”、基

层党建服务站点，结合各类文艺汇

演、村民大会等活动大力开展宣

传。今年以来，在重点场所村居委

新增了 15 个法治宣传栏，制作宣

传横幅 150 条，制作宣传展板 318
块，张贴宣传海报 500 余张、发放

宣传页 5000 余张，入户发放《致金

山区市民的一封信》告知书 25000
余份，营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浓厚氛围。

畅通渠道，加大线索排查

专门成立扫黑办，畅通对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举报途径，并

由镇领导和村居委主要负责人分

别在镇信访办、村（居）综治中心开

设窗口接待群众，搜集线索。同

时，结合“大调研”、“大走访”，对走

访中发现的涉黑涉恶问题，由驻辖

区民警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分

析研判。各村居委还组织护村队、

护楼队、老军人、老书记等志愿者

队伍，综治社保队员、社区综合协

管员、网格化监督员组成的平安网

格巡防队伍和军警民夜间巡防队

伍，分别深入辖区医院、车站、建筑

工地等重点部位，菜场、宾馆、物流

（快递）等特殊行业以及居住小区、

村（居）主干道等区域进行巡逻，加

强对涉黑涉恶等问题线索的排查

工作。

重拳出击，加大查处力度

每月召开两次维稳形势研判

会议，针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查处的问题逐个进行剖析，督促

各部门重拳出击。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组织对重

要信访问题线索和典型问题的督

查督办。全面开展涉黑涉恶线索

排摸和打击工作，对排查到的类似

“敲墙党”、“套路贷”、“寻衅滋事”

等线索进行核实查处。自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13 类涉恶案件共立

22起，破 18起，破案率 81.8%，其中

共破寻衅滋事案件 5 起、涉黄涉赌

案件 19 起，打击恶势力团伙 1 个，

打击涉恶案件人员 34 人，破获一

起“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案。同时，

对来沪人员较多、人员流动性较

大、治安状况较复杂的重点领域重

点人群滚动开展排查，对强占农贸

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

索、侵害群众利益等黑恶势力进行

拉网式排摸和处置。

本报讯（记者 陈杰）5
月 30 日 下 午 ，市 人 大 代

表，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马静，市

人大代表、区科委主任刘

新宇，市人大代表、护塘村

党总支部书记沈银欢到我

镇 开 展 集 中 联 系 社 区 活

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任黄辉云、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钱立英，人大主席

吴丙章等参加活动。

代表们实地了解东海

村美丽宅基、一村一景建设

推进工作情况，水库村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情况并体

验了新近开发的水路游船

项目，金光村陆家港、盛家

港河道整治工作以及哲优

果 蔬 合 作 社 农 业 开 发 项

目。并到镇社区党建服务

中心开展座谈，听取各基层

单位的意见建议。

市人大代表对收集到

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记录，并

表示会做系统的梳理和整

合，及时向市里提出，希望

各基层单位继续发现问题、

收集意见建议，并及时反

映。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店小二”
本报讯（通讯员 平火 黄天

鹰） 截止目前，我镇共走访调

研注册型企业 1645 家，实地型

企业 65 家，企业调研覆盖率近

30%。针对不同类型企业，我镇

以电话回访和实地走访结合方

式进行调研联系，确保工作取

得实效。

针对许多注册型企业总部散

布在全国各个地区的情况，我镇

以电话回访的形式进行沟通联

系，并结合招商引资等工作对部

分注册型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近

期，镇领导就利用带队外出招商

的契机，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

门走访部分外省市注册型企业总

部，从解答新注册企业开业方面

的问题困惑，到分析税收数据帮

“老企业”把脉，我镇的“组团实地

调研招商”方式获得了企业的纷

纷点赞。例如，在上海百孚思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北京总部，企

业提到曾经历因开票量太大而开

不出发票的窘境，在进一步了解

事情缘由后，镇领导当场协同税

务等部门为企业提供了一套今后

遇到此类问题的更高效解决方

案，更决定在后续调研中针对更

多企业开展排摸，了解是否存在

类似情况，并研究更具有普遍意

义的工作建议。

对于实地型企业，我镇坚持

实 地 走 访 ，目 标 覆 盖 率 达 到

100%。一方面，镇领导班子成员

每人分别对应十几家企业进行

常态化联系，时刻把握企业动

态，主动担任企业“店小二”的角

色。例如，在日常走访上海合全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镇领

导都会主动了解企业项目申报、

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

安全生产等问题，为推动合全全

球研发中心项目尽早开工，千万

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另一

方面，镇工业园区坚持通过“路

长制”加强企业日常联系，快速

响应企业诉求。在走访上海覃

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时，工业园

区了解到该企业有融资和业务

扩展的需求，立即排摸资源，精

准对接，现覃德机械已成功向农

业银行金山支行融资 100 万元，

并已获得园区内凯睿达粉体工

程（上海）有限公司核心精加工

部件的订单，公司业务得到有效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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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

杰 通 讯 员 平火） 5

月29日上午，坐落在护

塘村的漕泾好人园开

园，这也是我区首个镇

级好人园。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

任吴筱蓉，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钱立英，镇党

委委员薛静，副镇长邵

晖，镇人大副主席、总

工会主席顾春芳等出

席仪式。

钱立英在致辞中

表示，建设漕泾好人园

旨在多形式、全方位传

播好人故事，进一步弘

扬好人文化，让好人故

事成为看得见、摸得着

的 现 实 榜 样 ，传 扬 万

家。今后还要管好、用

好，进一步发挥好服务

群 众 、引 领 向 善 的 作

用，进一步展现“德礼

漕泾”风采，为推动我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漕泾镇创建全国文明镇

做出更大贡献。

走进好人园会看到，在用竹管

搭成的亭子间，错落有致地挂着有

关我镇“金山好人”事迹的展板。

有我镇首例，金山区第 30 例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退伍军人俞斌欢；有

已 63 岁，虽身患脑梗但不顾天气

寒冷和个人安危下水救人的退休

老人沈金表；也有邻居发生火灾，

奋不顾身扑救的广西籍职工梁秀

忠。无论是本地的、外地的，都在

漕泾这块炽热的土地上讲述着自

己的好人故事。

我镇将以点带面，让“小公园”

发扬“大文化”，把“好人文化”融入

到每个漕泾人的心里。

图为图为：：建龙居委会居民在集中点位投放垃圾建龙居委会居民在集中点位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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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

我镇启动“千名党
员进党校 社区党
校进站点”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顾德汇）5 月

30日上午，我镇在沙积村党建服务

站举行了“千名党员进党校 社区

党校进站点”启动仪式。区委党校

副校长郜工农、镇党委委员潘淑红

等出席仪式。

仪式上，聘任了新一届的社区

党校讲师，组建了镇社区党校“宅

基党课”讲师团，向全镇 48 个社区

党建服务站点授牌“社区党校学习

点”，进一步发挥“家门口党校”的

重要作用。

郜工农为党员们上了第一堂

党课《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危机事

件的处置及启示》，社区党校讲师

到各社区党校学习点为党员们上

专题党课。今年年底前全镇所有党

员将分批次进党校参加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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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锋琴

6月1日－9日，“品漕泾味道，享美好生活”2019年金山缤纷百果节系列活动暨漕泾镇庆祝建国70周年

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举行，我镇12家合作社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在金山百联商城广场进行了展销。此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漕泾农产品知名度，扩大品牌效益，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漕泾味道。

记者 徐锋琴 /文 通讯员 沈红/图

“果园“、“菜园”搬进购物中心

图为：漕泾农业公司的“多利升”西瓜展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