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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路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与杨浦时报社联办

PINGLIANG ZHI CHUANG

八埭头

平凉路社区（街道）党工委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紧紧围
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总要求，按照“三严三实”精
神边学、边查、边干，确保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开好局、起好步，出成
果、见实效。

党工委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
划，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
合、理论学习和现场学习相结合、
专题学习和参观学习相结合。安

排了 12 次集中学习，统一制作了
《平凉路街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学习记录本》，要求全体党
员主动学习，强化理解。召开中
心组学习会、机关党员干部专题
组织生活会等交流学习成果，尤
其是以机关党小组为单位开展学
习讨论，观看电影《焦裕禄》、《杨
善洲》，着重领会习总书记关于

“三严三实”的重要讲话精神，并
就深入开展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提

出了新要求。
党工委广泛听取了基层群众

和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对街道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
突出问题的反映和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召
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设置意
见征求箱等形式认真梳理、分类、
汇总。据统计，共收集“四风”表现
28条，意见、建议 63条。党工委要
求对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能改的

马上改，做到边学习、边查找、边改
进，特别是聚焦“双创”，针对问题
攻坚克难，在“整治月”中瞄准难点
问题，重点突破；在“清洁家园日”
中瞄准干部作风，建设队伍；在“双
百行动”中瞄准群众“急难愁”，综
合治理。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
部从自己做起，从群众感受最直
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从源
头上防治作风不正、不实、不廉的
问题。 ■聂幼龙

按“三严三实”精神边学边查边干

3 月 28 日，社区（街道）党工
委召开处级领导干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交流
会。区委第五督导组副组长邵红
光到会指导。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金刚，办事处主任叶靖，党
工委副书记陈步胜、夏新民分别
作了交流发言。

李金刚说，重视群众工作是
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就是要紧紧围绕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优势，提高做好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他谈到，我
们虽然身处基层，思想站位要
高，要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知道“我
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在
实际工作中，要善于理解民心、
善于集中民智、善于调动民力、
善于引导居民自治，弘扬党的优
良作风，保持清廉本色，把服务
人民群众作为自觉追求。检验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解决问题、
解决了多少问题、解决得好不
好。“只有向问题叫板，才能让群
众叫好。”要把建章立制贯穿活
动始终，确保执行到位、落实到
位，把执行制度作为重中之重的
任务来抓，真正使制度成为“带
了电的高压线”。

叶靖在发言中讲到，党的群
众路线是基层工作的立足点，我
们的各项工作都要做到“三个必
须”：群众工作的态度必须坚持真
心、虚心、热心、上心；群众工作的
过程必须做到用心、耐心、细心、
留心；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上必须动真碰硬。陈步胜
作了题为《改进作风，服务群众》
交流发言，强调要以服务群众、尊
重群众、惠及群众为重点，通过教
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真正将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效果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夏新民以“强底气、接地
气、树正气”为主题，提出开展群
众工作要以“为民”为根本，以“务
实”为关键、以“清廉”为基础，以
作风的切实转变赢得群众的真正
信任。 ■束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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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大会。区纪委副书记、
区监察局局长孙革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要突出特
点，随着街道经济发展，廉政风险也
随之增加，因此要“严”字当头；要聚
焦重点，突出“反腐、作风和纪律”三
个关键词，尤其要以高度的自觉严
守纪律，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同时

改进工作作风；要抓住关键点，组织
上的关键点是常抓不懈、长鸣警钟，
党员干部要常思常修常守道德，守
住三个底线，即做人要守住道德底
线不出事；做官要守住责任底线不
误事，做事要守住清廉底线不坏事。

党工委书记李金刚就自觉遵
守党风廉政等作出庄严承诺，并结
合今年重点工作提出了做好党风

廉政建设具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市委、区委新的部署要求，进
一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突出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点，为全面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保驾护航；加
强责任制建设，确保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会议由办事处主任叶靖主持，
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陈步胜

回顾了 2013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情况，部署了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上举行了党风廉政责任
制的签约仪式。街道机关、事业干
部，所院队负责人，居委会书记、主
任，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和文化中心
等窗口单位负责人、征收事务所负
责人和特邀监督员等130余人参加
会议。 ■施晓利

3 月 11 日，平凉路街道第三
届第二次社区代表会议召开，来
自街道机关、各居民区和驻区单
位的18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党工委书记李金刚在讲话中
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并对长期
以来一直关心平凉社区各项事
业发展的与会人员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平凉的工作任务非
常艰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
大，希望大家要做好充分准备，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在三个“强化”上多下
苦功：即强化群众教育、强化组
织建设、强化难点突破。希望机
关干部要正视“四风问题”，将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街道党政班子和干部队伍要着
力提高执行力、办事能力和协作
合力，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认
真处理、及时反馈、分工合作，提
高队伍的整体合力；对“双创”及
旧改等难点问题不能有畏难情
绪，要发扬“四敢精神”、提高“五
种能力”，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
让群众满意。

办事处主任叶靖从推进旧区
改造、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
发展、有效改善民生、加强社会
管理以及党员干部争先创优等
六个方面作了工作报告，并就
2014 年街道实事项目形成和建
议报告向大会作了说明。

会议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谭豪清主持，与会代
表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
的责任意识，审议了街道办事
处、区各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社
代会各专业委员会等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平凉路街道第三
届社区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建
议名单。 ■王颖珺 束佳麟

居民区的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联系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平凉路社区（街
道）党工委重视抓好居民区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部署，扎
实推进，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到
基层，作风建设落实到基层。

截至3月底，平凉各居民区党
组织总计开展了教育实践主题学
习、活动36次。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有的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精
神，有的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学习
最新的教育实践活动课件，有的

组织党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有
的向先进典型学习，请社区老党
员、老干部讲先进事迹。

为了把居民区的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得更好，各居民区书记先后
参加了市、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集中专题培训。4月初，居民区
党委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再动
员、再部署，要求各居民区参照《关
于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指
导意见》，紧密结合各居民区实际，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居民区教育实
践活动计划书》，确保活动不虚不
空不偏，不走过场。通过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提高自身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质量，更好更切实际地为
居民群众服务。丁太和、纺三、八
埭、隆仁、嘉禄等居民区纷纷组织
两委班子成员、居委会干部和广
大党员学习《指导意见》内容，使
大家意识到解决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表示要以“三严三实”的要求，认
真履职尽责，做到敬畏法纪、敬畏
组织、敬畏权力、敬畏人民，加强
推进“组团式服务”，串百家门、知
百家情、解百家事，以实际行动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 ■刘英芬

三届二次
社代会召开

“划”与“滑”（漫画） ■ 平凉派出所 储斌

■王鸿勋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来说，
确实很有影响，大有裨益。

我在“文革”前几年，就从工厂
工会主席的岗位调任杨浦区委组
织员，为便于工作，不久住房迁至
平凉地区，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
女。平时，大人的嘉言懿行，尤其
运用通俗易懂的格言教育孩子，
感到收效明显。比如带领孩子过
马路时，就说：“红灯停，黄灯等，
保安全，绿灯行”。人在家里无事
了，就对孩子讲讲做人的道理，如
讲“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
人”和“存好心，干好事，说好话，
做好人”。这类格言，简明扼要，
却对孩子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
用，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积极向
上。

改革开放后，掀起了“出国
热”，外国人也到中国来投资办企
业。这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不是

肥土不栽姜，不是好汉不出乡”的
话，儿子听了也有启发。由于我们
夫妇双方都有赡养老人的担子，家
庭经济较紧，因此两个孩子读到初
高中毕业，都先后进厂工作，儿子
后来去了澳洲成家落户，经商创
业，情况良好。女儿因企业困难，
也下海经商，尽管工作忙碌、辛苦，
但还比较顺利、愉快。他们都潜移
默化地受到父母勤俭持家、忘我工
作的教育。

这里，我还要特别一提的是，
那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我也对孩子说了几个“不”
字：如孩子患病了，就说“打针不怕
痛，吃药不怕苦”；与小朋友相处，
就要求他们“讲团结，有礼貌”，做
到“不骂人，不打人”；上学读书了，
要求“不迟到、不辍学”；在家里也
要正确对待“吃”与“做”，即“嘴不
馋、手不懒”等，还教育他们“热心
待人，热情帮人”，并能记在心间，
落实行动。有个星期天上午，我们

大人都去开会了，楼下一个小朋友
在水龙头放水洗头，猛一抬头被水
龙头砸破了头皮，鲜血直流，我儿
子见后，叫他用毛巾捂住伤口，然
后自己奔到楼上，敲碎了一个储蓄
罐，拿了钱，就急忙陪他到弄堂对
面的地段医院，医生缝了几针后，
止住了流血。邻居知道后，都夸他
做了件好事情，当了“小雷锋”。但
我儿子并不骄傲，到了国外，也“宁
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宁愿自
己辛苦，也要乐做善事”，被人称为

“洋雷锋”，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写毕这篇《格言家教的故事》，
我想起了一句谚语：“不以规矩不
能成方圆”。从这个角度看，制定

“家规、家训、家风”意味着“家长是
第一任老师”，百年树人，重在教
育。让每家每户一代又一代传承
的精神财富，作为“诸恶莫作、诸善
奉行”的宝贵经验，永远发扬光大，
蔚然成风。（作者系上海作协会员）

格言家教的故事
■孙延生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们
都爱读书，只要站立在书架前，我
们会深深地觉得面前展开一个
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
一个苍茫的宇宙。生活中没有
书籍，就宛如没有阳光；智慧里
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书籍是全人类最好的营养
品，书籍是最贵重的宝贝，书籍
是我们时代的脉搏。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
匙。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
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
赏力。光阴给人们经验，读书
给人们知识。和书籍生活在
一起，永远不会叹气。

读一本好书，好像交了一
个益友。仅次于选择益友，就
是选择好书。书籍大大地增加
了我们的智慧，它帮助我们从
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
有它，我们可能会溺死在那里面，
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

读书百通而意自现。读一切
深刻的书都应该如是：第一，要用

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
己的能力去批评。我们主动地读
书，即嗜好地读书。我们必须和实
际社会接触，使所读之书活起来。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
书，可以把书读活。至于在读
书的时候，尤其对必须精读的
书籍，态度务必认真，精神务必
集中，遇到不了解或者不完全
了解的地方总是查问清楚，不
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
这是历代文人、读书人的共同经
验。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
寂寞的时光换成了巨大享受的
时刻。爱好读书，就能够把无聊
的时刻变成了喜悦的时刻。

书还能通向四个终端：智
慧、虔诚、愉悦、实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延龄术，
书中自有长寿路。书可以育

人，可以诲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
可以教人以善于待人接物的道理，
也当然可以授人以抗拒物欲横流
深灰污垢毒害之能力。（作者系上
海理工大学退休教授）

■周彭庚

两指捏烟，三指叉开，闭上双
眼，猛抽一口；摇头晃脑，吐出烟
圈，浑身舒坦，胜似神仙。据说这
是抽烟的高境界，可惜我无福消
受，因为我不抽烟。

不过，我也曾抽过烟。那时的
感受，似乎没有这么潇洒，高雅，有
的只是无奈，苦涩。

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的滚滚洪流中，意气风发地
到了“第二故乡”。生产队的“大”男
人们——上到胡子白的，下到“没长
毛”的，不论何时何地，总喜欢嘴上
叼一根烟。身份“高”一点的，像生
产队的队长、会计，或是“旱涝保收”
在单位上班的“工作人员”，还常常
在耳背上夹一支。而那一帮身份

“低”的，自然要涌上去，央求他拿下
来，轮流传递，研究“烟牌”，评论高
下，然后，由主人点上，猛抽一口后，
很大度地递给其他人。这时候，烟
主人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人们
满足的样子，极虚心地听着人们的
恭维，心里大约比自己独自抽完一
根烟要有滋味得多。

为了显示自己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的决
心，避免陷入“不合群”“清高”的窘
境，入乡随俗，从小就对“烟”没甚
好感的我，忘记了母亲不要抽烟的
谆谆告戒，也学着叼起了烟。

我一抽烟，亲密的群众关系陡
然“更上一层楼”。小小的一间房，

常常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工前
饭后，清晨傍晚，再也不用“闭门孤
灯独坐”了；尤其是下雨天，下不了
田，干不了活，闲着无事，人们就很
自然的聚到我这小屋来谈天说地；

“政治夜校”、“斗私批修会”等极需
“政治可靠地点”的会议，也自然而
然地放到了我的小屋。为了尽地
主之谊，茶不能不倒，烟不能不发
吧。一个雨天，没有三五包烟是打
发不了的。虽然囊中渐趋羞涩，面

子却不能不装，打肿了脸还能充个
胖子呢。那段时间，晴天盼下雨
——好让酸痛的筋骨歇一歇；雨天
盼天晴——别让经济危机太严
重。捏着个烟想东想西，哪能抽出
个什么情趣来？当然，活人总不能
让尿憋死，办法还是有的——由买
0.39 元一包的“大前门”到买 0.28
元一包的“飞马”，再到买0.12元一
包的“勇士”；实在不行，就尽袋子
里的钱，买几支——那时侯，商店
的政策是符合、适应“购买力的水
平”的，香烟可以按“支”买。总之，

“保障供应”的原则从没违背。虽
然香烟的档次不断降低，但朋友们
赏光的热情却丝毫没有降低。

随波逐流抽了几天烟，也结交
了几个铁杆烟友。关键时刻，我的

“烟杆式糖衣炮弹”还真扭转了乾坤。

那一天，几个烟友在大场上聊
天抽烟后就各自回了家。傍晚时，
一个草垛突然起了火。在那阶级
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
非常时期，这实在是一件不得了的
大事，可忙坏了大大小小“嗅觉灵
敏”的积极分子，大队工作组很快
进驻，摸底、排队，调查、取证，大有
要在这浅水潭中捞出条大鱼的气
势。那些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当然
无瑕可击，疑点自然向我集中。正
在我提心吊胆、害怕“坏分子”的帽
子扣到头上的时候，那几个烟友慢
悠悠地站了出来，一致承认那一天
的烟全是他们抽的！

漫天的乌云顷刻消散，面对着
眼前的几包香烟，我实在无话可
说！刚培养出的对它的一点好感
荡然无存，苦涩，厌恶，憎恨……一
起涌上了心头。烟啊烟，我为你花
了那么多的钱，你却差点儿陷我于
灭顶之灾！人们都说你是“群众关
系的试金石”、“友谊的使者”、“义
气的象征”、“团结的润滑剂”，我的
经历，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你虽有
用，却也有限！一使劲，把手中的
几支烟全扔进了河中！

告别抽烟几十年，活得还好。
原来，抽烟不过是生活中一件可有
可无的事，它的神奇效果，仅不过自
我感觉罢了。我很庆幸当初的当机
立断，几十年没抽烟，有一个好处很
明显，每次体检，总是“两肺纹路清
晰”，肺没被熏黑，当然，心更没变
黑！（作者系市光四村居民）

■余宏达

爸爸妈妈年轻时在枫叶照相
馆拍过的照片，我们作子女印象
最深的是他们并排挂在房间墙上
的两张 12 寸肖像照，黑白照片上
过彩，那是当时上海流行的。爸
爸妈妈年轻时很上照，爸爸清癯
的脸庞英俊潇洒，两眼炯炯，妈妈
的双眼有点凹，配上卷曲的长发
（理发店里烫的），照片上的妈妈
真有点电影明星的范。这照片一
挂就是几十年，直至动迁搬场才
摘下珍藏了起来。

我在枫叶照相馆拍过的照片
就有点不好意思说了，经常听爸爸
妈妈说，我自小胆子小，在我 1－2
岁时，一天，爸爸休息，和妈妈一起
带我去照相馆拍照，爸爸把我一人
放到布景前退了回去，面对镜头我
已经手足无措了，当摄影师打开四
周灯光后，我一下子哭了出来，摄
影师使出浑身解数哄我，又是打鼓
又是摇铃的，都不管用，根本没法
拍照，最后是由爸爸哄着抱着我拍
完的。从此，我那张有着一副“哭
出呜啦”的面孔跟年轻爸爸的合影
留存至今。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
聊起往事，这张照片经常被爸爸妈
妈用来“牵头皮”，当话柄来述说，
两人一搭一档、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当年的场景，真是羞煞人。

1966 年，爸爸受命要去西藏
支援边疆建设，临行前，按爸爸的
意思，全家 8 口人照一张“全家
福”，祖母此时因为年老，有点中
风迹象，行动不方便，按祖母当时
的身体状况，作为独子的爸爸完
全有理由申请留在上海，但爸爸
为了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去了

遥远的边疆。照相那天，老祖母
因腿脚不便，是在晚辈们的搀扶
下才一步一步挪到照相馆，还好
在一个弄堂，路近，否则，“全家
福”还拍不成了，有张“全家福”，
大家都留下个念想，这也成了祖
母人生最后一次留影。

文革期间，枫叶照相馆虽然早
被改名，但同样经历了破四旧的
遭遇，橱窗里不见了模特照片，取
而代之的是各个时期的毛泽东
像。想不到的是，照相馆隔壁一
个十几岁小男孩无事生非，一天，
拿了把装橡皮吸盘的玩具枪，在
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前比划着玩，
几枪下来，吸引了两个成年人，一
成年人自己放了几枪不算，还叫
旁边另一个成年人说，“来，老 X
试两枪。”他们的一举一动恰巧被
对面弄堂的一个人看在眼里，马
上向“专政队”和派出所举报，三
人皆遭批斗，据说过了段时间虽
然都平了反，但他们的这段经历
成为三民坊小朋友的一个谈资，

“老 X 试两枪”成了小朋友挂在嘴
边的调侃常用语。

后来，随着三民坊整体拆迁，
枫叶照相馆（群影照相馆）也在一
阵“嘭、嘭、嘭……”“哒、哒……”
声中，烟消云散，但总算保住了一
世英名。君不见，平凉路上的康
明照相馆，曾经何等风光，论等级
还比枫叶照相馆高出一等呢，现
在也不行了，败落了，有气无力地
蜷缩在八埭头一隅，有时我路过
八埭头都不忍心去看她一眼，门
面越缩越小不说，原先的气派荡
然无存。心想，还好枫叶照相馆
拆得早，要不然，落得个这样的下
场更悲惨，毕竟好死胜过赖活。

枫叶照相馆（下）

抽烟小记

和
书
交
朋
友

■朱珊珊

黄浦江，千万朵浪花的手
一齐朝天把金色大锣擂响
隐藏在泥土中的小生命
红扑扑的脸上散落着阳光
那劳动公园树杈上的鸟窝
不时传来“沙沙”声响……

春姑娘的衣袖轻轻一挥

枝头密密的新芽瞬间绽放
花蕾挺起圆鼓鼓的肚子
桃红柳绿里飘逸起清香
春风的手臂更是温柔浪漫
唤醒了无数颗僵硬的心房

啊，马到成功，马年吉祥
骏马涌动在平凉人的笑脸上
我踩着春日暖暖的阳光
听老城新貌平凉梦的奔放

（作者系上海作协会员）

春到平凉

“八埭头”文苑投稿信箱：plbnews@163.com
欢迎投稿

人体内的铁缘何不会生锈
众所周知，铁和氧一相

遇，就会生锈，无论是轿车的
保险杆，还是家用煎锅，都会
生锈。从理论上讲，人体也
应该生锈，因为铁元素存在
于氧元素充足的血液中，那
么，我们是如何逃脱小轿车
那样的厄运的呢？

在人体成百上千万的红
血球中，每个细胞都含有十亿
个铁原子，这些铁原子被螺旋
状的血红蛋白紧紧吸附着，血
红蛋白分子又填塞在纺锤形
细胞中。铁原子能够诱引氧
原子（这就是红血球能带着氧
原子从肺流到人体其他部位
的缘故），但它却无法与氧反
应生成锈。

即便如此，铁还有另一
个机会生成锈。每天人体内
有近二百万亿个红血球死
亡，其中许多成分能被人体
消除掉，但铁却留在体内，因
为它不溶于水，无法由肾排
出。但人体内有另一道防锈
系统，这是一种人们不太熟
悉的蛋白质，叫铁蛋白。许
多铁蛋白结合在一起组成一
种空心球，它们可以起到存
贮多余铁原子的作用。铁原
子一直被保存其内，直到人
体需要时才释放出来，几个
铁原子就能构成新的红血
球。那么蛋白球怎么知道何
时释放铁原子呢？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伊丽莎白.塞尔说：“正是铁
蛋白的一个神秘之处”。塞
尔解释说：“铁蛋白是一种老
式蛋白质。我们认为在几百
万年以前，由于氧气在地球
大气层中的增加，只有那些
兴旺的生物体具备了合成这
种铁蛋白的能力。”

不过，尽管具有这种“防
锈”功能，也往往会出问题。
生有一种叫做古铜色贫血遗
传疾病的人会从食物中吸收
过多的铁质。塞尔对此告诫
人们：“尽管铁蛋白能尽可能
地控制它，但锈斑会在身体
的其他一些部位生成，甚至
会使皮肤变色。”

麦管为什么能吸水
假如你把一只装满水的

杯子盖住，只留下一个麦管能
穿过的小孔。想想看，在这种
情况下，能否用麦管来吸水？
有人试了一下，结果是一点水
也吸不上来。这个现象涉及
到空气压力的问题。我们都
喝过汽水之类的饮料，你总
是在饮料瓶中插入麦管，用
力把饮料吸入口中，这个简
单动作后面藏着科学原理。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口
腔中的压力便减小。这时麦
管是我们口腔和外界的唯一
通道，为了达到压力平衡的
目的，直接作用在液体表面
的空气就把饮料“压”到我们
嘴里。嘴里的气压越低，压
入的饮料越多。由于各个高
度的大气压力不同，地势高
的地方的压力要比地势低的
地方的压力小，因此，在美国
丹佛的人喝汽水时要比在美
国纽约的人稍稍费些劲。

当我们完全不让空气直
接作用在液面上的时候，就
象把杯子盖住，只留下一个
麦管能通过的小孔那样。那
么，要想用麦管来吸水，那是
办不到的。

即使把装满水的杯子
倒过来，水也不会流出来。
除非把麦管稍微弄粗一些，
杯中的水才会从麦管中流
出一些，水流出后留下的空
间很快地变成真空，即一个
气压非常低的区域，大气压
力随即抗住地球的引力，
使水无法继续从麦管中流
出来。 ■孙延生

2014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暨平凉社区第四届文体节于3月23日揭幕，当天就有近千名社区居民参与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图为乐又靓幼儿园小朋友表演少儿武术。（详见第4版） ■陈凯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