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是上海建设

国际化大都市的组成部分，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 那么超大型城市农业

农村现代化该怎么走？ 上

海又将如何打造各具特色

的乡村产业村镇？ 日前，

60 余位市人大代表、 在沪

全国人大代表围绕“发展

都市现代农业， 推进融合

发展” 主题赴松江区、 青

浦区开展集中视察。

人大直通车

    普陀区代表家站迭代升级

为“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实践站”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关于“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 把

人民当家作主具体、 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

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的要求， 近期普

陀区 10 个街镇代表家站迭代升级为“人

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

基层实践站依托代表家站， 通过对相

关功能的梳理整合、 升级扩容， 实现人大

阵地的迭代升级， 进一步深化拓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在以往代表家站平

台既有功能的基础上， 普陀区人大紧扣

“十大行动” 要求， 立足实际， 正在逐步

推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站” 一体高效运行。

同时融合基层立法联系、 民生实事项

目征集、 法治化营商环境监测等多项职

能， 切实将基层实践站建设成为人大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基层单元， 助力打

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宝山调研残疾人权益保障

工作情况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上午， 宝山区人

大常委会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情况调

研， 常委会副主任顾瑾参加。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高境镇阳光家

园、 淞南镇残疾人康复之家， 听取相关情

况介绍。 座谈会上， 区残联介绍了本区阳

光家园、 康复之家建设情况， 淞南镇等 4

个镇汇报了本区域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的

开展情况。 区人大代表聚焦残疾人就业和

技能培训、 阳光家园作用发挥、 康复之家

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工委负责人， 部分

区人大代表， 区残联及杨行镇、 罗店镇、

淞南镇、 高境镇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黄浦区人大第八期“财经

议事厅”举办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下午， 黄浦区人

大财经委与五里桥街道人大工委联合召开

第八期“财经议事厅” ———“汇聚里滩·智

创未来” 座谈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

惠明出席并讲话。

去年以来，黄浦人大创设的“财经议事

厅”聚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建设等重

点领域，依靠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搭建起政

府、企业与人大代表之间沟通的有益平台，

助力切实解决企业问题， 有助于代表当好

优化营商环境的监督者、 助推者。

本期“财经议事厅” 座谈会上， 五里

桥街道营商办作了关于五里桥街道营商工

作情况的详细介绍。 区人大代表、 企业代

表围绕当前经济形势、 金融政策和地方经

济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展开热烈讨

论， 并提出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意见建

议。 区商务委、 区科委、 区市场监管局、

科创集团等部门出席同志介绍了关于当前

促进区域企业发展的最新政策和相关举

措， 并对企业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

万亩粮田，金色稻穗摇曳，松江区

小昆山万亩粮田现代农业示范区迎来

了丰收的季节。 在一座现代化大米加

工厂内，代表们参观了稻米加工流水

线、稻米文化展示馆、产品展示厅，近

距离观察了稻谷变成大米的过程。

“米咖啡”中绵延的米香与咖啡的浓香

相得益彰，也让代表们充分感受到了

松江农产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松江

区大力发展稻米特色产业，围绕水稻

优质品种选育、稻米生产加工储藏、病

虫草害防控等方面开展技术研究，提

升“优质稻米”主导产业科技水平，聚

焦加工、流通、营销、服务等链条环节，

逐步形成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镇、农

业产业强镇到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

县阶梯式发展，推动稻米产业链增值，

区内农业总产值达18.38亿元。

在松江区昆秀水产养殖基地， 代

表们实地了解上海黄浦江大闸蟹的品

质、 产量和产业发展情况。

据了解， 本市加快推动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 服务农业强国建设。 坚持

产业需求导向， 立足超大城市和都市

现代农业特点， 大力促进科技合作和

成果转化， 不断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发

展基础， 积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向高

端精品、 强链延链升级。

除了松江的大米产业， 浦东新区

泥城镇马厂村会同高校院所合作研发

培植“红刚三代” 青扁豆新品种新技

术， 推动青扁豆产量提升 7.38%， 经

济效益增加 1383 元 / 亩； 依托农业

技术攻关， 破解影响青扁豆产业发展

的扁豆菌核病难题， 成功将青扁豆收

摘期由原先的 7 个月延长至全年可采

收。 近年来， 红刚青扁豆已成为上海

市知名品牌 ， 华东地区占有率达

70%， 上海占有率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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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金银淑代表对于松江万亩粮田的

印象很深。 她表示： “稻米加工场

内， 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 稻谷经

过初筛、 脱壳、 谷糙分离、 精筛等工

序， 变成色泽圆润透亮的大米， 看到

水稻产业走出了一条从田地到餐桌的

新“稻” 路。” 在金银淑看来， 从种

子到大米深加工的高质量发展新

“稻” 路， 也体现了“卖稻谷” 转向

“卖大米” 的发展理念， 不仅赋予农

产品更强的竞争力、 更高的附加值，

还推动优势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 是超大城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

生动实践。

沈竑代表在参加了集中视察活动

后表示， 看了青浦赵巷镇和睦村的民

宿和农旅产业， 松江小昆山万亩良田

现代农业示范园及昆泖河蟹养殖基

地，感觉乡村特色产业亮点纷呈，发展

很有前途。 但上海特色农业产业与大

都市的需求差距还是很大，比如：青年

人不愿意留在农村， 尤其是农业主体

（公司、合作社）的农业技术人才稀缺，

能否出台政策， 培养爱农村的高素质

人才（高学历、高技能），并提高他们的

待遇等， 鼓励他们去农业经营主体和

村委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

兴农愿景：加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随后， 代表们来到青浦区赵巷镇

和睦村， 行走在以徐泾河为主线打造

的“和睦水街”， 参观了这个集江南

水乡格局与现代建筑美学等多元文化

元素于一体的乡村空间。 在这里“前

院后院” 民宿、 田园梦多彩花海田园

等， 将乡娱、 乡宿、 乡游、 乡物融于

其中， 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增加

村民收入。

此外， 依托“和睦水街” 项目，

村内两幢厂房被修缮打造为“长者之

家”， 作为特色为民养老社会服务项

目提供给特定人群 （“和睦水街” 流

转出的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 居住，

让村里的部分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实

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据介绍， 本市坚持产业优先， 以

农业农村投资促进工作为抓手， 结合

本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加强优质

企业和特色产业导入， 深度挖掘特色

乡村资源， 引进相关企业和社会资本

参与乡村农旅、 民宿、 文创、 康养、

总部经济等产业发展， 为乡村引流赋

能， 承接城市溢出功能， 加快城乡融

合， 通过“农业 +” 模式， 引进企业

全方位参与乡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的经营管理， 强化产业发展

联农带农作用，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

链增值收益。

各区积极挖掘有“沪味” 的乡村

产业品牌内涵， 传承乡村文化根脉，

南汇 8424 西瓜、 青浦茭白、 崇明水

仙、 崇明白山羊、 黄浦江大闸蟹等地

产优质农产品品牌不断涌现， 金山农

民画、 嘉定竹刻、 颛桥剪纸、 叶榭软

糕、 崇明糕、 高桥松饼等“乡字号”

“土字号” 的手工制品品牌屡创消费

热点， 区域内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家门

口就业和增收的良好途径。

产业融合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科技赋能打造上海农业“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