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集散中心
嘉定分站月底开放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上海旅
游集散中心嘉定分站将于11月28日
面向游客开放运行。该站运行的当
天，旅游集散中心将新增2条嘉定分
站专有的直发优惠线路：39元/人的
沙家浜一日游、39元/人的天平山一
日游线路，但仅限于嘉定分站出游
上车。

此外，常州市旅游局、武进区旅
游局携常州市六大景区（ 中华恐龙
园、天宁寺、春秋乐园、嬉戏谷、中华
孝道园、花都温泉等）在11月17日!
12月16日期间，推出了包含3折门票
价格的特惠产品。如常州武进嬉戏谷
线 (太湖湾中华孝道园+环球动漫嬉
戏谷），套票售价320元，买一赠一。
需要说明的是，活动仅限上海市民持
本人身份证参加。

柑橘节办了好多年 人气就是不旺
崇明拟打“ 文化牌”吸引四方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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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论坛
在徐汇滨江开幕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拥有百年电
影、百年唱片、百年建筑、百年教育、
百年宗教等文化遗产的徐汇区是上
海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之一。400多年
前，徐光启的中西学探寻之路又始发
于此，更使徐汇成为本市的文化重
镇。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海派文
化，日前本市第十一届海派文化论坛
在徐汇滨江开幕。

论坛邀请了本市多所高校、科研
院所、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上海传承海派文化文脉的可能性
与未来展望。

》出谋划策

》城市扫描

崇明县绿华镇的合作农场是崇
明柑橘节期间，绿华镇唯一定点的
采摘农场，然而生意清淡得让老板
陶永达也颇不淡定。

“ 采摘进园费只要10元，游客拿
着剪刀进入橘园后随便怎么吃都不
花钱，如果想将摘下来的橘子带回
去也只要一元一斤。”昨天，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陶永达表示，采摘游并
不赚钱，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
吸引人气，如果游客“ 看得上”，可
以选购农场里老毛蟹、红梗芋艿这
些高价农产品。

然而，推出采摘游四五年来，农
场却始终无法积聚起人气。据他介
绍，今年崇明柑橘节开幕到现在两个
月时间，最多的一天就一百来个人，
平时双休日平均只有三四十个人，到
工作日更是几乎天天“ 白板”。

“ 前天就来了十来个印度人，两
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我还好奇
问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他们说在
张江工作，在一个论坛里看到的。”
陶永达一五一十地告诉记者：“ 4天
前，还有一个康桥的老板开车过来
订了1000斤橘子，说是给员工发福
利。这两天就没人来采了。”

据陶永达粗粗统计，柑橘节两
个月，前来采摘的游客不到千人，很
多时候连一桌圆台面的人都凑不
出。陶永达坦言，合作农场共有1078
亩橘园，以亩产8000斤计算，今年产
量起码有4000吨。然而通过柑橘节采
摘销售掉的不足1%。由于农业旅游
模式无法带动销售，不得不沿循老
路，等小贩上门，将柑橘以每斤四毛
五的批发价卖往山东等地的北方市
场。

长白山温泉游
线路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到吉林滑
雪、观雾凇、泡温泉，体验边关冬游特
色。昨天，吉林省旅游局推介的冬季
游线路、打造的吉林滑雪网和4S畅游
吉林特惠卡与上海游客见面。

目前上海! 吉林已增加至每天
近16个航班，其中，上海-长白山每
天一班，上海-延吉每周4班。

记者从春秋旅行社获悉，今年12
月出发的长白山滑雪温泉游线路同
比去年整个东北游线路销量增加了
50倍，如今已有600多人报名，其中个
人游占80%。其他诸如上航假期旅行
社则是以企业定制的长白山会务游
等线路为主。

崇明县农委：
挖掘柑橘文化价值

崇明县农委综合科科长茅德飞
告诉记者，崇明柑橘节可以开拓出
更大的文化价值，现在的情况是游
客觉得好玩，采完买些柑橘直接就
回去了，其实完全可以有更广义的
宣传。“ 柑橘全身都是宝，皮可入中
药，橘瓣外面白色的橘洛有清热解
火的功能，榨的油已经用于航天飞
机的洗涤剂⋯⋯”

与此同时，崇明也在考虑将传
统的柑橘打造成一个时尚品牌。据
悉，今年崇明柑橘节期间，柑橘采摘
就被设计成了“ 一米单车”白领骑
行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去年我们并
没有柑橘采摘的安排，但是很多客
人都要求到橘园摘橘子，虽然这些
橘子价格比市场上翻了两三倍，但
是他们要的就是这种采摘体验。所

以今年我们特意加入了这一行程，
效果还不错。”活动负责人石勇告诉
记者，虽然骑行和柑橘本身花不了
多少钱，但是前来参加骑行的很多
都是高级白领，对当地食宿等拉动
效应可以放大数百倍。

绿华镇政府：
柑橘、毛蟹联动销售

在绿华镇上，崇明老毛蟹和柑
橘曾是一对“ 难兄难弟”，如今长大
了个头的老毛蟹不仅声名鹊起，而
且身价飙升，指导价甚至和“ 阳澄湖
蟹”不相上下。而崇明柑橘，依然在
秋风里苦苦挣扎。为此绿华镇考虑，
明年将柑橘节和毛蟹节合并在一
起，搞一个“ 橘黄蟹肥”节，把声势
再造得大一点，打组合拳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

“ 我们在努力，但柑橘节的效果
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崇明县绿华镇

负责农业的副镇长曹俊告诉记者，
2009年开始，首届崇明柑橘节开幕，
柑橘节期间，绿华镇共有合作农场这
1家农场和西来农庄等六七家农庄提
供采摘活动。而相对于绿华镇6.5万
吨的产橘量，几十吨的采摘游所消化
的橘子量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专家建言：
发展柑橘采摘公益旅游

尽管柑橘有不是上海的品牌产
品，亦非名贵品种，吃多了还会上火
等诸多“ 不是”，可在复旦大学旅游
学系教授顾晓鸣看来，它完全可以
反其道到而行之，发展公益旅游项
目。

“ 一方面以人们的善心为驱动
力，让世人享受参与柑橘采摘游，帮
助橘农的快乐；一方面产业内部有
新的营销策划手段，即可推广柑橘
游线路的知名度。”顾教授建议。

柑橘丰产40%，价格却仅为去
年的一半，且销量持续低迷。昨天，
本报就崇明柑橘滞销贱卖，橘农愁
眉不展进行了报道，而果农、政府、
专家也是济济一堂共谋出路破解

“ 丰年困局”。其中，有专家提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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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态旅游，
让游客亲子下田头采摘柑橘，或是
上海柑橘的出路之一”。

南汇品桃游、白鹤草莓游、马陆
葡萄游⋯⋯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如今在上海围绕果品发展起来的农
业游并不少见，却唯独不见“ 柑
橘”。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上海就
有了柑橘节，并于4年前更名为“ 崇
明柑橘节”。但问题是，受多种客观
原因制约，很难积聚人气，即使眼下
旺季，双休日定点橘园却几乎天天

“ 白板”，难觅游客踪影。
本报记者 瞿艳花 罗丹妮

整合资源 打出“ 组合拳”

孩童在橘园体验采摘乐趣。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柑橘丰年
破解困局

采摘线路成本过高
崇明柑橘采摘游市场之所以反

应冷淡，与柑橘自身的价值、稀有度
低、采摘线路成本过高等因素有关。
据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业务部相关负
责人卢先生介绍，旅游集散中心几
年 前 开 过 崇 明 柑 橘 采 摘 游 线 路 ，
2010年国庆节前又赴崇明考察过相
关情况，最终发现在上海开发相关
线路的条件不成熟，从而改推了苏
州西山、浙江南北湖的柑橘采摘线
路。

卢先生说，游客报名西山、南北
湖的柑橘采摘线路，并非像草莓、桃
子等采摘线路一样，就是冲着水果
本身而去，此类线路中的柑橘采摘
项目多是附带送的，是为了增加游
客出游的体验度。“ 草莓品种相对稀
有，自己采很新鲜，摘起来会很有感
觉；可是柑橘采摘是过剩的，自己采
的与水果店买的一样，不存在更新
鲜一说。”

与此同时，记者也走访了沪上

其他旅行社，针对柑橘采摘活动本
身是否具吸引力，有的旅行社表示，
愿意为企业定制相关线路，但也有
的业界人士坦言，并不看好柑橘采
摘游市场。“ 草莓15元/斤有人买，30
元/斤也有人买，可柑橘卖出才一二
元钱一斤，采摘体验的经济价值没
法实现。”

宣传不力配套欠缺
“ 没人给我们宣传，大家都不

知道我们农场可以采摘游，会有谁
过来？”作为合作农场的老板，陶永
达认为，自己农场的交通还算便
利，在崇明南门乘坐南建线、南牛
线均可到达，地段也算不错，离西
沙湿地保护区开车只要5分钟，而
且附近有西来农庄等可以解决吃
饭问题。而之所以农场经营一直没
有起色，究其原因在于政府的宣传
力度不够。

为此，昨天记者尝试通过百度
搜 索“ 崇 明 柑 橘 节 ”、“ 合 作 农
场”等关键字，结果却发现始终没

有搜索到崇明可以提供采摘柑橘
的场所，也未找到合作农场的联
系方式。随后致电崇明县绿华镇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道其
联系方式，直到在拨通了农贸公
司的联系方式后，才辗转联系到
了合作农场。

在农场主的眼中，宣传不给力是
个大问题；但在旅行社专业人士看
来，崇明发展柑橘游的相关配套同样
有待改善。

“ 对比地理位置，崇明的柑橘产
地位于西边的绿华镇与长兴岛，市区
游客去一趟还不如到南北湖近。车
辆过长江桥隧最先到达东滩，再从东
开到西，油费消耗严重，车费成本很
高。”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业务部的卢
先生认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旅行社
在农家橘园的停车问题。“ 那边的橘
园都是农民自己承包的，停车场比较
小。从团队接待方面来说，停车接待
服务规模过大，农民吃不消，规模过
小，我们又不放心，游客的体验度也
会大打折扣。”

》原因剖析 柑橘价值低 制约了线路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