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由中铁大桥局承
建的沪渝蓉高铁崇启公铁长江大桥
工地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抢抓晴
好天气，决战四季度，确保年度总目
标的实现。

目前，崇启公铁长江大桥 3、4 号
主塔墩已进入下横梁施工，非通航孔
桥钢梁顶推 322 米，南引桥公铁合建
段完成95%，整体工程建设完成过半。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上海至南京
至合肥高铁控制性节点工程，全长
4.09 公里，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
道。其构造为双层布置的公铁两用
桥，上层为双向6车道、时速100公里
的一级公路，下层为时速 350 公里的
双线高速铁路+时速250公里的双线
城际铁路。其中主通航孔桥为主跨
400 米双塔双索面钢桁结合梁斜拉

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双塔双索面公铁
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

该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
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
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优化沿长江地
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协同
发展，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持续打响“优农三兄弟”区域公
共品牌，助力崇明特色农产品进一步

“出圈”，日前，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携手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在外滩金融
都市运动中心举办“金品崇明 潮汇黄
浦”快闪推介活动，为崇明优质农产品
出村进城架起“高速路”。

此次活动主要设置了“金色招牌”
市集区、“金智农趣”体验区及“金玉满
堂”互动区等多个分区，以静态展示、
品尝体验、互动游戏等方式，让都市上
班族全方位感受崇明美食和乡村发展
的无限魅力。

“来看看刚收获的崇明大米，还有
老灵额崇明糕”“开袋即食的崇明白山
羊肉，白切、红烧两种口味都好吃”“欢
迎品尝‘不加一滴水’的番茄汁，每瓶
含两个半的大番茄、维C满满”……时
近中午，周边写字楼的上班族们纷纷
向推介活动现场汇聚而来，迎接他们
的，是琳琅满目的崇明特产美食，更有
好客崇明人的热情招呼。

“这个是崇明的黑毛猪肉对伐？
哦哟香得来，老远就闻见香气。”在崇
明沙乌头猪的摊位前，几位女士笑着
讨论，各自夹起一块滋滋冒油的煎五
花肉，几人再也顾不得斯文，连忙将筷
子送入口中，脸上顿时浮现出满足的
神情。“免费套圈啦，关注微信公众号
即可参与，套中的果蔬都能拿走。”互
动区内，“果蔬缤纷套圈乐”等活动以
趣味游戏的形式，拉近了都市白领与

乡村大地的距离。
在区农业农村委的统筹下，此

次活动吸引了 20 多家崇明富有特色
的农业企业参与，它们不仅带来了
各自最有特色的优质农产品，还结
合精心策划准备的宣讲、试吃、互动
环节，在炒热现场气氛的同时，让崇
明农业特产更加深入人心、“圈粉”
不断。

“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听说
这边有活动就来看看。”新黄浦资产
管理公司的倪女士告诉记者，她也
是崇明人，得知是“娘家人”来推介
农产品，她又拉上了几个同事朋友
一起来逛。“我们品尝了好几样美
食，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倪女士说，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活动、多一些购
买的渠道，让大家在城区也能尽情
品尝崇明好味道。”

“这次我们带来了奶油生菜、红美
人柑橘，以及串收番茄、大番茄和番茄
汁。”上海由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朱晓娜介绍，“其中番茄系列特别
火爆，‘不加一滴水’的番茄汁特别受
到女性消费者的欢迎，不少人询问了
下单购买方式。”作为一家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的现代农业企业，由由公司采
用高度集约的工厂化生产模式，促进
果蔬品质、产量进一步提升。“不少市
民说我们的奶油生菜好像模型，上手
摸摸才发现是真的，就是因为它们叶
片饱满、卖相上佳。”朱晓娜笑着说，

“这也是‘工厂化’生产的好处之一。”
“这款鹿茸菇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

矿物质。无论是用来炖汤、炒菜还是
涮火锅，它都能完美融入，肯定能给大
家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好奇问询的市
民，水发集团工作人员邓先英满怀信
心地推介道。据了解，水发集团已同
崇明区达成合作意向，将在崇明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水发（上海）现代农业科
技园区鹿茸菇生产基地项目，助力崇
明在食用菌行业的多元化应用领域发
展，为崇明现代农业产业再添一支“生
力军”。活动现场，水发集团还展出了
旗下“大柿界”特色品牌番茄、“劳德巴
赫”高端精酿啤酒等产品，同样深受市
民们的喜爱和认可。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农文旅“不
分家”的规律已然显现，并逐渐呈现互
为助力、互相促进的趋势。活动现场
便通过“金秋浪漫”文旅区，精心呈现
了崇明土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
步推介崇明乡村文旅产业。一件件精
美的土布制品，不仅沉淀着崇明先民
们的生活智慧和艺术品味，更成为连
接传统与未来的纽带，激发了大众对
于非遗文化传承的热情。

近年来，借着“进社区”“进企业”
“进商圈”等系列推介活动的东风，崇
明农产品的知名度已然有了显著提
升。此次“金品崇明 潮汇黄浦”推介
活动聚焦都市白领等人群，不仅彰显
了崇明农产品的卓越品质，更通过多
元化的互动方式，增强了品牌影响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同各城区加强
合作，进一步巩固提升崇明农业区域
公共品牌的影响力，助推更多崇明农
特产品走进市区、走上市民餐桌。”区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
我们也将加快完善‘崇明甄选’等线上
购物渠道，让市民方便地采购心仪的
崇明美食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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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金奇 摄影 张志豪

本区开展202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统一测试——

崇明特色农产品又“出圈”
□ 记者 朱远哲 摄影报道

企业奇招频出
农旅融合发展

美食尝不停
活动乐不断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整体工程建设过半

□ 记者 杨祎晨

▲ 商圈企业职工逛市集并试吃崇明农产品

□ 记者 柯海昕

玉环街区提档升级
夜景颜值再“刷新”

为学生体质健康把关
银杏叶黄绿参半
自成一道风景

□ 上海崇明

□ 记者 张永昌

崇明藏红花
进入采收高峰期

本报讯 近几日，崇明藏红花进入
采摘上市高峰期，花农们又开始忙碌
地采摘、剥花丝、烘干，藏红花基地呈
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然而，受夏季
炎热天气影响，今年藏红花的产量大
幅减少，市场供不应求，价格一直在高
位浮动。

在位于庙镇永乐村的上海卓睿西
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大棚内，
10来位工人正分工合作，熟练地采摘
花朵、剥离花丝，准备进入烘干环节。

合作社负责人黄锡逵介绍，每年
11 月中旬前后，是基地最忙碌的时
候。藏红花从开花到凋谢只有短短几
小时，如果不及时采摘，花朵凋谢后就
会失去价值。因此，合作社需要临时
增加人手，甚至加班加点，以确保花朵
可以及时采摘，这也让花农们多挣了
一份零工钱。

200平方米的大棚内，尽管800个
托盘上约 20 万个种球开满了紫色的
小花朵，但黄锡逵告诉记者，今年产量
有所减少。“连续高温影响生长期，往
年11月初就开花了，但今年延期了20
天左右，至少减产30%。”

虽然夏天的连续炎热干旱导致藏
红花产量减少，但品质并未受到影
响。这几年，当地的一些种植合作社
各显神通，通过线上线下拓展销售渠
道。黄锡逵表示，由于产量减少，市场
供不应求，今年收购价格比去年上涨
了30%左右。品质好的藏红花，1克约
300根花丝能卖500元，平均1根花丝
就能卖到1.8元，相比大部分农作物，
种藏红花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黄锡逵种植藏红花已经20多年，
经验丰富，始终能稳操胜券。他所在
的永乐村被誉为崇明藏红花之乡，他
计划明年扩大规模，新建一个大棚用
于再生产。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原产
于希腊、西班牙、伊朗等欧洲及中东地
区。近年来，上海的其他郊区和浙江、
江西、河南等外省市的农户也开始种
植。崇明藏红花以其香气甘平、甜甜
的花香和养颜功效而闻名，被列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本报讯 日前，2024年崇明区学
生国家体质健康标准统一测试在崇
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上海市崇明
中学附属东门中学同时开展。

据悉，本次针对全区小学四年
级、初中八年级、高中二年级全体学
生进行全面体质健康测试，参与人
数9600余人。测试全程采用数字化
管理，学生佩戴专属二维码手环，从
检录到测试、评价，实现“一生一
档”。

崇明区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
主任沈承军告诉记者，收集到的学
生样本数据越多，对学生身体健康
状况的判断就越精准，就越能为学
校体育课、健康管理提供更加准确
的数据支持。

学校体育课程是增强学生体
质、促进学生健康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崇明各学校的体育课程逐渐
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通过丰富体
育内容，进一步增加学生在校户外

体育锻炼的时间，弥补学生校外运
动时间的不足。

崇明区教育局体卫艺科负责
人潘家琳表示，丰富课间活动、课
后服务是教育改革的小切口，反映
的是育人实践的大变化。中小学

除了保障每天的体育课教学之外，
每天还必须保障学生的课间 10 分
钟休息和 30 分钟体育大课间，此
外，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体育活动
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增强学生的
体质。

本报讯 一树黄叶一树诗，进入初
冬，崇明的银杏逐渐进入观赏期。相
比往年，今年的银杏叶变黄时间迟了
一些，但黄绿交加的银杏叶同样别有
一番味道。

在位于鳌山路的崇明学宫门前，2
棵350多岁树龄的银杏树在阳光的直
射下，仿佛镀上了一层明亮的金色，吸
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记者注意到，虽然银杏树顶端的
树叶在阳光直射下泛着金黄色，但没
有太阳直射的叶片依旧呈现绿色。目
前，同样有这种情况的还有位于堡镇
的百年银杏树，银杏树叶多数依旧保
持绿色。区绿化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银杏树叶变黄的时间不一样，与气
候、根系深浅、营养、性别等因素有关，
比如雌性银杏树树叶变色快；一些根
部栽得较浅的银杏树，叶子变黄速度
也会快一些。

据介绍，气温下降幅度和降温时
间是影响银杏叶变色开始的主要气象
因素，一般冷空气来得越早，气温降得
比常年同期越低，银杏的始变色期就
越早，最佳观赏期也会更早到来。通
常当气温为 0℃至 5℃时银杏叶片变
色加速，但当气温低于0℃时，叶片就
容易受冻掉落。

据悉，今年崇明区银杏树最佳
观赏期在 12 月上旬，市民可在此期
间前往观赏，享受这份浪漫的初冬
之美。

本报讯 日前，随着“玉环里”“美
丽街区”改造工作的收尾，城桥镇玉环
路沿线焕然一新，街区品质提档升级，
不仅为居民打造了安全友好的出行环
境，也提升了城区夜景品质。

夜幕降临，记者来到玉环路，眼前
玉环路的夜景为繁忙的街道增色不
少。沿着步道一路向前，“玉环里”几个
大字映入眼帘，一根根横平竖直的轮廓
线条散发出柔和光芒。吃过晚饭的居
民们在这里或散步消食，或小憩聊天。

“玉环里”新增的灯光布设为道路
夜景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夜晚出行散步
的居民有了满满的安全感。“改造之后，
大家都说玉环小区好像变了个样，生活
在其中心情也变好了。”“这里还有条景
观河，经过改造后，河道也变得漂亮又
明亮。”居民们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玉环里”街区改造于
今年上半年启动，是城桥镇推进“美丽
街区”建设的又一“力作”。改造之初，
城桥镇积极回应市民关切，认真听取市
民意见，通过细节优化街区微空间，改
善空间布局，在有效提升景观性的同
时，进一步增强居民对街区空间的共
鸣。“根据居民的需求，我们对改造内容
进行了适应性、针对性的调整。本次改
造主要包括道路路面的修缮，街边布景
的改造，沿街店铺招牌的更新、整治以
及绿化的提升。”城桥镇规划建设和生
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俞赛峰表示。

从人居环境改善到公共空间更
新，从老旧小区改造到老城街区焕
新……一幕幕生动场景背后是城桥镇
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不
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基础设施、提升
百姓生活品质的有力见证。未来，城
桥镇将持续构建“人民城市”理念，坚
持做好修缮整治、街区微更新工作，助
力打造功能完善的品质生活圈，构建
高品质宜居宜业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