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公园、上海植物园设摊卖橘
果农、政府共谋出路破解“ 丰年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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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扫描

杨浦欲打造
“ 中国未来硅谷”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大连路总
部研发集聚区、五角场功能区，分列
杨浦区的一南一北，今后，这两大功
能区将形成南北互动格局，这也是杨
浦区打造“ 中国未来硅谷”的举措之
一。杨浦区区长金兴明在日前举行的
2012杨浦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
演讲称，杨浦区将学习借鉴硅谷金融
模式，打造杨浦科技金融功能区。

据悉，目前南部已集聚包括浦发
硅谷银行、上海国际创投、诺亚财富
等在内的一批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
北部功能区则依托财大科技园，集聚
起包括美国硅谷银行上海办事处、创
新工场上海基地、上海大学生科技创
业基金会等在内的机构。

三林老街上演
千米“ 城隍出巡”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家家自
有蓝呢轿，个个争穿红绉裙。妆出新
年新气象，烧香邑庙去纷纷。”这首

《 竹枝词》里面描述的就是上海著名
的城隍庙。老上海庙宇多，庙会更多。
其中最大的“ 出会”就是“ 城隍出
巡”，常有“ 万人空巷”的盛景。日前，
在浦东三林镇，“ 城隍出巡” 及千米
行街表演就在“ 三林老街”上演了。

上周末的三林老街，一早就聚集
了很多居民，大家都穿着红裙、长袍，
大有乡土气息。上午9时，随着一声铜
锣，近千人的长队就抬着“ 城隍老
爷”走上了三林老街。据记者了解，
出巡队伍仿照旧时习俗，一路表演着
绕龙灯、打莲香、荡湖船、挑花篮，还
有“ 猪八戒”背着“ 媳妇”、“ 蚌壳
精”摇着“ 蚌壳”。沿途围观的居民
有一路跟着跑的，有站在高凳上的，
老街二楼的窗户都打开了，人头攒
动，争相观看。

“ 明灯”书画联展
在二大会址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由静安区
政协、杨浦区政协和江苏省南通市政
协共同主办的“ 明灯”书画作品联展
日前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隆重开
幕。本次书画联展，来自沪上乃至全
国书画界大家陈佩秋、高式熊、韩天
衡等，亲临书画联展开幕式，为书画
展剪彩。此次书画联展将展出至11月
16日，11月19日! 23日会移师五角场
800艺术区展出，之后还会于11月27
日! 12月4日在南通博物苑展出。

公园直销7小时，卖出6000斤
“ 橘子一元一斤，一元一斤。”

昨天早上六点半，来自崇明横沙乡
祥鑫柑橘合作社的6400斤橘子准
时运至中山公园，新鲜的口感、便
宜的价格吸引了众多附近晨练的
居民，不一会，橘摊前就排起了十
几米的长队。每天来公园晨练的于
阿姨剥了一个同伴买来的橘子尝
了一口，也马上排队挑了一袋。“ 外
面水果店起码两元一斤，一元一斤
确实很便宜，而且口感也不错。”于
阿姨表示。

看着火爆的阵势，带队前来的
横沙乡农业服务中心朱建飞也撩起
了膀子，帮着农户搬橘子装袋。他告
诉记者，今年横沙乡共种植1.5万亩
柑橘，预计产量在3.2万吨，然而由
于今年柑橘供大于求，批发价每斤
仅四五毛，加上交通不便，目前只销
掉了约10%。上周接到柑橘进公园
的通知后，他长舒了一口气，“ 这
6000多斤橘子是昨天下午从地里刚
摘下来的，连夜从横沙岛摆渡到长
兴后再走长江隧桥运到中山公园，

为的就是保证这些橘子的新鲜度和
口感。”

截至昨天下午1点，这6000多斤
柑橘全部销售一空。对此，朱建华表
示：“ 没想到销售会这么火爆，我们
决定，立马再到田里采收一万斤柑
橘明天继续来卖。”

据记者了解，此次市绿化市容
局开放公园，让橘农进园直销柑橘
是借鉴2008年柑橘“ 果实蝇”和今
年“ 海葵”台风后的果品进公园的
成功做法。继昨天在中山公园、上海
植物园的直销点铺开后，今起杨浦
公园、复兴公园也将增设两个直销
点，预计整个直销过程会持续两至
三周。

增产不增收，果贱伤农成定局
昨天，记者从市林业总站获悉，

今年是柑橘生产的“ 大年”，预计全
市柑橘产量在二十多万吨，较去年
增长近40%。由于市场供大于求，柑
橘批发价一路走低，从10月刚上市
的8毛一斤一路下探到现在的四五
毛一斤，价格已触底。不仅如此，销
售也出现了困难，往年同期销售通

常 超 过 50%，今 年 销 售 量 却 不 足
30%。

此外，据市农技推广中心果树
专家王秀敏介绍，上海大规模种橘
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橘
树粗放易于管理，在当时被大面积
推广，种植面积达全市果树面积的
三分之一。

“ 目前，全市共种植橘树约10.6
万亩，以崇明、浦东为最，其中崇明
三岛达8.7万亩，占全市面积的80%
以上，其次为浦东新区，约1.4万
亩。”然而，在王秀敏看来，上海根
本就不适合种植柑橘。“ 上海处于
柑橘种植带的最北缘，其实并不是
特别适合种橘。上海冬天比较冷，不
利于橘树生长，只适合种植温州蜜
橘中的宫川等少数品种。最关键的
是，上海人并不爱吃本地橘，这些橘
子大部分被迫销往北方一些二线城
市。”

“ 留在上海市场上消化的本地
桔估计不到40%。”市农委种植办主
任陆峥嵘也向记者证实，橘树是目
前上海所有果树中经济效益最差的
一种。

果农“ 弃橘”转换品种
每到柑橘成熟的季节，朱建飞

总要捏一把汗。在他的印象中，种桔
29年来，桔子批发价从来没有突破
过1.1元，与桃子、葡萄、梨这3个亩产
经济效益动辄过万元的果树相比，
平均盈利仅三千余元的桔子地位尴
尬。由于效益低下，很多农户直接将
桔树砍掉改种葡萄、桃子等经济效
益高的果树。

事实上，一些乡镇也谋划改种
一些高附加值的果树来提高经济
效益。崇明绿华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绿华镇正在培育猕猴桃、
火龙果等高价水果。未来的规划，
不单单靠单一的柑橘产业来支撑
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改变柑橘一
家独大的局面。而在青浦，20万红
心柚子苗正在培育中，等2年果树
相对成熟后再交给农民种植。据市

农技推广中心统计，2009年全市共
有橘树15万余亩，而到了今年，这
个数字仅10.6万亩。

改善口感增施有机肥
王秀敏告诉记者，目前，政府部

门的定位是不再继续发展橘树的种
植面积，并通过疏除过密橘树、增施
有机肥料等技术手段改良现有的宫
川、尾庄两大品种的柑橘的口感和
甜度。而接下来上市的晚橘“ 满头
红”品种，也是通过嫁接改良后的柑
橘品种之一，售价可以达到2至3元
一斤，相对成为柑橘中的高价产品。
自2009年至今，已对200余户农民进
行试点。

“ 虽然相对于全市1.4万橘子种
植户的数字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很
小，但是由于零星分布，带动了周边
农户，近几年上海柑橘的口感确实
提高了很多。”王秀敏说。

开拓市场标准化生产
目前，大部分采摘下来的橘子

都直接作为“ 统货”销售至市场，业
内人士认为，如果有一个标准化技
术标准的普及，将采摘下来的橘子
根据这个标准按好、中、坏进行分拣
销售，情况可能会好很多。例如崇明
前卫柑橘公司，对优质橘进行礼品
包装，20个精品橘能卖至二三十元。
据了解，目前等级标准正在制定中。

不仅如此，上海橘农普遍有等贩
子到田头收购的心态，“ 如果不积极开
拓北方市场，那么就永远没有市场。”
朱建飞告诉记者，为了柑橘销售，横沙
鼓励承包面积达500亩以上的大型柑
橘合作社派驻1至2名销售人员长期驻
扎东北，开拓北方的销售渠道。

打造品牌开发农业游
“ 如果没有品牌建设，上海的橘

子永远没有特色。” 王秀敏认为，上
海的柑橘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品
牌。目前，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
在本市具有较好声誉的柑橘品牌主
要有上海前卫柑橘公司的“ 前卫”
牌、上海绿华农贸总公司的“ 飞岛”
牌、上海祥鑫柑橘专业合作社的“ 祥
沙” 牌和上海大河柑橘专业合作社
的“ 老港”牌等。在此基础上，农业
科技人员积极开展优质柑橘的“ 评
优、推优”活动，使郊区柑橘品牌质
量意识不断提高。

而另一方面，不少专家提出，大
力发展农业游，打造柑橘文化旅游
线路，也不失为是一种打响品牌知
名度的可行之路。事实上，目前正在
发展柑橘农业旅游的崇明，已经有
不少先行一步的农户尝到了甜头，”
不仅橘子的价格翻了好几番，而且
也带动了周边餐饮和住宿，是一举
多赢的好事”，相关人士表示。

柑橘丰产40%，橘农们却愁眉
不展，原因就在于柑橘的价格仅为
去年的一半，且销量持续低迷。为解
决橘农的销售困境，昨日起，市林业
站组织橘农在中山公园等4家公园
设摊卖橘，引来市民竞相采购。然
而，无论是2008年受四川广元柑橘
大实蝇入侵的影响，还是今年的“ 丰
收困局”，十几年不变的低价，让占
全市三分之一果树种植面积的橘子
也遭遇尴尬。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区
各级政府部门正谋划改良橘子口
感、改种其他高附加值的果树等方
式为果农谋求一条新出路。

本报记者 瞿艳花

改良柑橘品种 开拓北方市场

》出路

受“ 橘蛆事件”影响
上海公园设点扶助果农

2008年，受四川广元“ 橘蛆事
件”的直接影响，上海本地生产的柑
橘销售大大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出
现比较严重的滞销情况，出口也严
重受阻。同时，售价大幅下滑，橘农
损失严重。为了想方设法帮助农民
解决滞销问题，崇明县政府与上海
市农委在崇明县联合召开柑橘销售
推介会，邀请各大超市采购商、水果
批发商参加，并请上海市果品行业
协会人士作推介，以期有效引导市
民的消费行为，消除社会负面影响，
帮助橘农摆脱困境。

与此同时，市绿化市容局作为
全市果树生产管理部门，利用公园
里市民多这一优势，帮助果农在公
园设立直销点销售柑橘。设置直销
点的公园除了免费提供场地外，还
为桔农提供桌椅、茶水等，帮助销售
点的工作人员包装、称重、维持秩
序。整个销售活动将持续一周。

》回放

中山公园市民购买柑橘。 本报实习生 余博文 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