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

时间过得真快，《金山报》三
十周岁了！

《金山报》创刊于 1995 年。
1997年5月，金山撤县建区，我从
上海石化地区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岗位上调任金
山区委宣传部新闻管理
科科长，并兼任《金山
报》记者、编辑。就此，
我的文字旅程有了一个
较大的转变——由原先
采写、投送稿件的通讯
员转为集“采、写、约、
编”为一体的媒体人。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末，我在漕泾公社插
队落户时担任了“土记
者”，开始向公社、县广
播站、《解放日报》等媒
体传送新闻稿。七十年
代初应征入伍，在部队
经常为新疆军区机关报
《战胜报》和《伊犁日
报》《新疆日报》投稿。
退役后，被分配到上海
石化总厂，一直以通讯
员 的 身 份 向《新 金 山
报》、中国石化报以及上
海市级媒体、国家级报
刊投送稿件。

履职《金山报》，采、
写稿件有一定基础，但
邀约、组编稿件，对我来
说是个新活。在老报人
的指导下，我认真学习
如何拟写“约前提纲”、
如何联系采访对象、如
何进行面对面的采访；
成稿后细心琢磨怎样提
请被采访者及其单位领
导审阅，定稿后怎样组拼稿件、
划版样，以至校对文字。老报人
的无私帮助使我较快地掌握了
这些工作流程和提高效率的方

式方法。
采访，与各色人等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使我在领导们的身上
学到了观事的视角、处事的思路

和方法；在先进人物身
上感受到了智慧、热情
和力量；在百姓身上体
察到了民声、民情和民
心，增添了我的阅历、见
识，增强了写好稿件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编
稿，使我从大量来稿中
获得了真情、真知、新思
维，提高了驾驭文字的
能力和水平。采、编使
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
的文友和心心相印的朋
友。这种可贵的人脉资
源对我较顺畅地融入社
会、做好本职工作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经常性的挑灯夜
战、不断修改完善之后形
成的稿件较好地体现了
真实性、准确性、生动性、
指导性和时效性。其间，
有数百篇稿件被《解放日
报》《文汇报》《新民晚报》
等市级媒体和多家国家
级媒体发表，其中有的被
上海市“区县报协会”评
为一等奖。

如今，退休 16年了，
我还有一项任务——以
区全媒体生产内容评议
员的身份经常性地对区
全媒体生产内容进行较
有针对性的有话则长、无
话则短的评说，丰富活跃
了我的退休生活。

感恩《金山报》的同仁和广大
通讯员、作者对我以往工作的支
持和帮助！我决心，与我们党的
新闻事业融合共进、以至永远！

□
陈
家
寿

手机上收到《金山报》编辑
部陈建军同志发来的信息：《金
山报》创刊三十周年，约我写篇
回忆文章。我从报纸初创开
始，工作到 2005 年退休，退休后
仍然没有离开《金山报》，一直
做到 2017 年。这样，前前后后
在《金山报》办报、编稿、写稿，
整整二十二个年头，可谓对报
纸乐此不疲。现在一晃三十年
过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三
十而立”不寻常。

我对《金山报》情有独钟，因
为创办一份报纸不容易。三十
年前，我调任金山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分管社会宣传。那时候，
上海各区县都有办报的意向，金
山也不例外。当时，金山广播电
视台办有一份《金山广播电视》，
对开二版，自编自印，没有刊号，
分发各乡镇基层广播站，传播到
每家每户。1994 年初，县委宣传
部主要领导与广播电视台领导
商量，决定利用已办的《金山广
播电视》，先刊登金山新闻，等条
件成熟后再办县报。于是，从
1994 年 4 月起，《金山广播电视》
头版就编发金山新闻。半年多
的实践，为创办县报摸索经验，
提供了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那时候，没有办报经费、没有设
备，没有一名专业办报人员，甚
至没有一台电脑，但有经市新闻
出版局批准的上海连续性内部
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1995年 1
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金山县
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第一
期《金山周报》正式问世。在全
县抽调的 6 名人员竭尽全力、艰
苦努力下，《金山周报》每期 4 个
版，每周在本区域内出版一期。
刊发两年半，至 1997 年 5 月，共
出版报纸 191期。1997年 5月 12
日，金山联合建政、撤县建区，经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金山
周报》改名为《金山报》。自此，
报纸在三十年中几经改革发展，
至今共出版报纸 3779期，成为金
山地区有史以来出版时间最长、
出版期数最多的报纸。每每想
到办报初期的那些点点滴滴，心
里不免感到十分欣慰。

新闻是社会历史的记录。回
顾三十年《金山报》走过的路，至
关紧要的是报纸有着明确的定
位。办报初期，报纸遵循“宣传方
针政策、服务经济建设、反映区情
民意、传播各类信息、丰富文化生
活、面向千家万户”的办报宗旨，
及时刊发本县内发生的重要新

闻，民生为要，服务为本，顾及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
等方方面面，多次受到县委、县政
府领导的肯定。金山建区后，《金
山报》肩负全区人民的重托，以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为特色，努力融思想性、艺术性、
趣味性、可读性、服务性于一体，
及时准确地宣传区委、区政府的
中心工作，面向各行各业，突出经
济信息传播。如果说，《金山报》
在宣传区委、区政府政策、报道要
闻、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沟通信
息等方面发挥了新闻传媒应有的
作用，那么，报纸在反映群众呼
声、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尽了

“洪荒之力”。再是报纸紧紧围绕
中心工作，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
向，及时编发言论，进一步增强了
党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金山
潮》副刊《世象杂议》言论专栏还
被评为上海市区县报知名品牌。

《金山报》走过三十年，“三
十而立”正当年。现今的新闻事
业，面临着改革发展的好时期，
也充满着前所末有的新挑战。
现在的《金山报》，已成为区融媒
体中心大家庭中的一员，一定能
在高质量发展中翻开新的一页，
书写新的篇章。

“三十而立”不寻常
□沈永昌

【编者按】《金山报》1956年8月1日创刊，1959年6月30日停刊。1995年1月复刊为
《金山周报》，1997年5月，金山联合建政、撤县建区后，改为《金山报》。伴随着时代的发
展，《金山报》和众多亲爱的新老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金山经济的转型发展、环境面貌的

“蝶变”、社会民生的改善……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本报特邀原总编、老记者、老编辑，
讲述他们与《金山报》的故事。

成为那颗种子
□俞惠锋

种子，在生物的世界里是
一切生命的起源。从李绅的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到刘克庄的“天恐孤山无种
子，一枝分擘付寒翁”；从朱
复之的“疏竹生孙初上坂，矮
松种子欲凌霄”到魏了翁的

“要把平夷心事，散作吉祥种
子”……这些诗词将种子的顽
强生命力和美好希冀描摹得
生机盎然、蓬勃向上。

在我们脚下这片六百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金山也像一
颗种子，承载了上海最初的先
民。三千年前，周康王在这里
埋下一颗都邑的种子，长成了
一座康城。三百年前，雍正在
这里种下一颗县治的种子，金
山有了自己的名字。三十年
前，一群有志青年在这里撒下
一颗文化的种子，便成就了《金
山报》。

1995 年 1 月，《金山报》创
刊。那个未满 18 岁的我，时不

时把高考的紧张情绪纾解在
《金山报》副刊的文学空间。澎
湃的《金山潮》在高三学生的心
里投下一颗种子，随着岁月萌
芽。四年大学，从读者到作者，
从实习记者到本报记者，《金山
报》就这样丝滑地承接了我的
文学梦想和新闻理想。

“只有回望历史才知道某
一年的自己站在怎样的流速
中。”印象中的报社是一个特
别有爱和充满活力的团队。
每周一固定的“编前会”讨论
本周报纸的排版和选题，我刚
入门时业务不熟，从划版样到
采写深度报道，老记者都会毫
无 保 留“ 倾 囊 相 授 ”个 中 诀
窍。除了报社指定的采访任
务，每周四“无会日”所有记者
按条线下乡采访，我们谓之

“抓活鱼”。用双眼观察捕捉
最新鲜的新闻素材，用双脚丈
量金山的阡陌小巷，用双手捧
出一串串斑斓文字，用心用情

撰写沾满泥土芬芳的锦绣文
章。那时候没有采访车，也没
有录音笔，先乘公交到各镇广
播站，再由通讯员骑自行车载
着到田头。听农民讲田间管
理，看农田秧苗长势，半夜出
发跟着农业公司的同志赶一
两小时的车程去市区的各大
批发市场考察各类农产品的
销售态势。在坑坑洼洼的农
田里摔过跤，在没有厕所的田
头忍着半天不喝水，白天采访
晚上写稿，一点都没觉得辛
苦。回头想来，那时候吃的

“苦”都成了日后成长的垫脚
石。每一位和我一样的记者，
都用手中的笔记录了金山日
新月异的“成长”。

如今，报纸虽然式微，但新
闻人的信念依旧热辣滚烫。无
论何时，我都愿意给自己打上

“老报人”的标签。期冀《金山
报》成为那颗种子，在更多人心
中开出花朵，结出理想的果来。

二十年后，面对前同事老
陈微信发来的写作邀请，我突
然回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遥远
的下午。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
午后，当我在石化工业学校的机
房里敲完最后一个句号不久，便
被告知，我成了《金山报》的一
员。从此，卫零路社保中心大楼
里有了我的一张办公桌。

我的小记者生涯从此开始
了。跟着我的师父俞惠锋，我
尝试着采写了第一篇短新闻，
那是一条在金山宾馆召开的会
议新闻。此后不久，我便转战
社会新闻，采写了一些群众关
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如公交车
的破旧慢问题等，稿件发出后，
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有关
单位也进行了积极整改，这让
刚入行的我成就感满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
作重心逐步转向了时政新闻。
我采写了一系列重要新闻报

道，参与策划了党代会专版专
刊、“走马杭州湾”系列报道、支
援“汶川大地震”灾区群众系列
报道等众多新闻报道。那是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区委宣
传部科室独立出来的金山报
社，刚刚引入一批“新鲜血液”，
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报社“老法师”、老同志的带
领下，加班加点，只为做好每一
个版面，把关好每一条新闻，传
达好每一条政策。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
间，《金山报》迎来了创刊三十
周年，在这个全新的“融媒体时
代”，新时代的金山报人，不仅
需要把报纸办好，更需要通过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全新方
式，向全区广大群众宣传好区
委、区政府的方针政策。

责任在肩，使命光荣。三
十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
一名老报人，衷心期待今后的
《金山报》更加精彩！

激情燃烧的岁月

感
怀
在
《
金
山
报
》
的
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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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科技向“新”力

提升土地向“兴”力

□□高连英高连英

高新区社区居民区风貌高新区社区居民区风貌

欣香花卉基地欣香花卉基地

从从““芯芯””出发出发 向向““新新””而行而行

近年来，高新区社区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聚焦发
展、聚力转型”工作主线，聚焦特色农业发展，推动农业产
业转型升级，擦亮高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绿色”名片。

“老师，这片稻田里为什么
插了这么多小牌子？”“老师，这
个稻穗都弯腰了！”“小朋友们，
这里一片片的都是试种的水稻
新品种，这个牌子就是他们的

‘身份证’，弯腰的稻穗说明稻
谷的分量重、产量高……”2024
年 10 月，中科荃银红光村育种
基地又迎来了一波“大小新农
人”，他们在与基地管理人员的
互动中体验亲子收割的乐趣，
了解种源农业知识。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驱
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引擎。近几年来，高新区社区破
局传统农业，强化关键技术核心
攻关，推进特色农业发展。

2023 年 3 月，上海中科荃
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公司入
驻红光村，200 多亩农田化身
为育种科研基地，成为了国家
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
新联盟在上海的第一个科研
成果展示示范基地。目前，基
地共种植展示示范品种 216
个，7 个水稻新品种完成成果
转化。其中，新品种“嘉禾优
175”预计产量可达 750 公斤每
亩，米质达到部标二级米的标
准，外观晶莹透亮，且具有清
香味。因其高产与优质的特
性，在 2024 年第五届全国优质
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粳稻）
中荣获金奖，这标志着中科荃
银在种业科技创新领域取得
了重大突破。2024 年，中科荃
银获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乡村振兴专项赛二
等奖，是金山区创业赛事取得
的最好成绩。

2023年 9月，红光村与中科
荃银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立足水
稻种业发展，共同振兴乡村经
济。“通过与中科荃银的合作，红
光村十分之一的水稻田实现了
提质增效，我们也有信心把全村

2200亩水稻田变成致富田、丰收
田。”红光村党总支书记孙丹萍
感言。据悉，中科荃银目前正在
申办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证
申办成功后，将推动相关品种在
高新区社区大面积种植，制种基
地需求预计可达3000亩。届时，
就如孙丹萍憧憬的那样，红光村
的普通稻田将真正向致富田、丰
收田转变。

近年来，高新区社区不仅在
“育”上下功夫，更在“繁”上大
有作为。如果说中科荃银的入
驻与成就，是高新区社区种业

“造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
么高新区社区还有一张“繁花
似锦”的靓丽名片正大放异彩。

“这是我们和国外一家公司
合作繁育的康乃馨新品种，试
验成功且得到公司授权后就可
批量生产。”鸿园花卉基地管理
人员介绍道。自 2005年引进首
个花卉种植合作社以来，高新
区社区重视新品种繁育，不断
提升花卉品质，和先正达、班纳
利等国内外十余家国际著名花
卉育种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成为了国内外新优
产品华东地区实验的首选地，
部分新品做到全球同步测试。
同时，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
提供繁育平台，开展花卉种源
的技术攻关和推广，与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上海交大农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等建立校企合
作关系。主营品种 400个，每年
试种新品种 70 余个，花卉产品
主要销往上海迪士尼、上海植
物园和上海各区绿化市政工程
项目。

目前，高新区社区共有鸿
园花卉、欣香花卉、兴纪花卉 3
家合作社，总种植面积 376.01
亩，年销售量 1900 万盆，产值
近 4000 万元，成为金山区东部
花卉优势区。

高新区社区重视土地资源
的优化利用，将特色优势产业与
属地村乡村振兴融合推进，服务
好落地企业发展的同时，助推农
村经济发展，让村民真正得实
惠，实现村企“双赢”。

中科荃银总经理方玉硕士
毕业后，进入荃银高科科研部从
事农作物遗传育种及产业化推
广工作，积极推进水稻基因组学
与育种的深度融合，参与多项省
部级重大项目和课题研究，获多
项相关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作
为一名 80 后年轻农业技术人
才，其带领的团队获奖不胜枚
举。为吸引、激励优秀农业人才
扎根高新区社区，更好地引领高
新技术农业发展，高新区社区积
极指导并推荐中科荃银的 6 位
技术骨干申报 2024年金山区优
秀人才，最终多人获评，总经理
方玉获“2024 年金山区拔尖人
才”。同时，在了解其缺少高素
质农民培训的阵地平台和科研
实验场所后，高新区社区帮助打

造了“乡村里”服务驿站，调剂
农服中心 2 间办公室作为过渡
期的科研实验室，并帮助解决职
工住宿问题。

中科荃银入驻后，高新区社
区为公司育种科研做好各类服
务保障的同时，积极向上争取、
协调，调整用地规划。受高效优
质的服务和土地资源的吸引，
2024 年年初，中科荃银把总部
迁入高新区社区，注册资本
3000万元，计划投资约 1亿元布
局综合科研楼及种业创新展示
交流基地等项目，旨在打造集科
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
种业研发中心。目前4.6亩种业
大楼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同时，中科荃银也与红光村
5 家合作社、家庭农场达成合作
意向，目前主要为其提供优良的
种植技术指导，优化种植模式，
为后期大面积种植实现增产增
收做好准备。

不仅是中科荃银，辖区的
几家花卉合作社也都主动担起

社会责任，与属地村委会共同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为村民
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捐资改
善村级基础设施，助力村集体
经济发展。

2023 年 11 月，欣香花卉与
高新区欢兴村以及金山绿建公
司签订了三方产销合作协议，承
诺每年将部分销售收入捐赠给
村里，用于推动村级发展和建
设。吸收欢兴村富余劳动力，村
民每月可获 4000 元的稳定收
入。合作社社长史纪欣表示：

“合作社是在欢兴村成长起来
的，我们也希望回馈欢兴村。”

“目前，我们基地为高楼村
及周边的村民解决了近 60个工
作岗位，而且时间安排上很人性
化，接送孩子、回家做饭都不影
响。”鸿园花卉合作社社长朱忠
林表示。当前，鸿园花卉还在推
动与高楼村进行级差土地流转
管理的探索，形成村企合作模
式，每年拿出部分收益反哺高楼
村乡村振兴建设。

凝聚种源向“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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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关键要素。高新区社
区始终以“绿色发展、科技兴
农”为理念，不断引领农业数智
转型，赋能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欣香花卉 2022 年入选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有标准
连栋温室和灌溉系统，拥有先进
的生产设施、技术进行花期调
控，省力化大面积灌溉的同时实
现水肥节能高效利用。如果说
欣香花卉是高新区社区农业数
智转型的 1.0 版，那么鸿园花卉
就是2.0版。

“这块大屏显示的是我们
基地的物联网系统，包括气象
站系统、温室气候控制系统、施

肥机系统等，可随时监测生
产。同时，通过手机 App 操作，
整个基地可实现温室管控和肥
水调控指间操作。”鸿园花卉合
作社社长朱忠林介绍道。“我们
在这里完成操作，花卉从这里
随着移动苗床送到大棚区域。
在室内作业，大夏天也不怕
了。”说到基地配备的自动化物
流 系 统 ，员 工 们 很 是 感 慨 。
2024 年 10 月鸿园花卉基地建
成后，现已进入全面投产。基
地有基质加工流水线、新型全
开顶玻璃温室、雨水回收循环
利用系统、智能肥水灌溉系统、
新型物流潮汐苗床，基于一系
列智能化绿色低碳环保设施和

生产模式，鸿园花卉成为高新
区社区绿色农业发展的示范和
标杆，也吸引了一批批参观者
近悦远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指出，探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功到深处自然
成，未来，高新区社区将继续从
发挥园区智能制造业优势提升
现代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推动
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打造农文
旅绿色低碳研学路线等方面强
化探索和实践，推动特色农业
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节”
尽所“能”“碳”寻农业新质生产
力发展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