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的青石板路，连接着白墙黛
瓦的徽派院落，清净幽远；抬眼看去，
马头墙、屋脊、廊柱、门墙和木窗上的
雕花，古朴雅致……在距离上海佘山
约4公里处，一座揽尽上海数千年历
史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正慢慢揭开
神秘面纱，预计将于今年底基本完成
土建施工，明年有望正式对外开放。

一寺两庙，还原“根文化”
据了解，这里复原修葺的徽派古

建筑，多是搜集自散落在安徽乡村的
古建筑，再原汁原味搬迁而来，一砖
一瓦以及所用的木头大多已有数百
年历史。

其实，徽派建筑与广富林地块
有着深远情结。周边乡村的老人们
都知道，这里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
富饶古镇。到了清代末期，由于遭
受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古镇被掩
埋在杂草丛生的泥滩之下。直至
1958 年，当地村民在开河时挖到古
代文物，广富林遗址首次得以重见
天日。此后的 40 余年间，官方组织
考古专家对此地先后进行了三次考
古发掘，最终梳理出松江北部的古

文化脉络：约 5000 年前的良渚时期
——4000 多年前的广富林文化（龙
山文化亚型，即唐虞时期）——春秋
战国至汉代——宋元时期。

据考古发现，其中4000多年前的
广富林文化具有鲜明的外来移民文
化特征，移民多来自鲁、豫、皖地区。
此外根据史载，秦灭楚前，楚国最后
一次迁都安徽寿春。寿春等12县原
是楚考烈王赏给春申君黄歇的封
地。黄歇顾全大局，主动请求，改封
于吴。松江由此成为楚相春申君封
地。徽派建筑文化亦因此南传，导入
广富林地区。

如今，广富林项目区域内配套的
知也禅寺，以及位于西南角的城隍
庙、关帝庙等都已对外开放，形成了
一东一西两个宗教文化区域，还原广
富林的“根文化”。

遗址公园里“藏”本地美味
走出知也禅寺，来到旁边古色古

香的广富林酒家，静静地吃上一碗
面。只见院子的角落里，摆着一坛坛
绍兴善酿酒，都是店家自酿。攀谈中
得知，老板娘的婆家是绍兴人，这里

的黄酒都以绍兴水酿制而成，是地地
道道的绍兴酒。

好酒配好菜，店里的野生塘鲤鱼
炖蛋、野生甲鱼等农家野味也是远近
闻名。还有“一层皮、一层精、一层
肥、一层精、一层肥”的红方肉，五层
浓郁口感，让人食指大动。刘姓大厨
掰着手指头数，红烧鹅块、酱爆牛肋
骨等地道土菜，都是店里的拿手绝
活。此外，还有“孔雀开屏”状的千岛
湖鳊鱼、生炒牛蛙、冰镇鲍鱼等夏季
菜肴，以及用“国鱼”四鳃鲈做成的翅
汤等本地珍品。

“三伏天里，我们还推出了全羊
宴。”据介绍，店内选用的是吃草长大
的新浜羊，生长期一年多，肉质细腻，
味道纯正，是松江本地人自古就爱的
美味。

主题场馆提供文化“看点”
依傍沈泾塘的广富林地区，自古

就是水陆交通要隘，集镇繁荣富庶。
而如今，正在施工的广富林文化遗址
公园，早已凭借富林湖音乐喷泉、漂
浮在水中的灯光屋景，以及占地4万
多平方米的国内最大湖底车库而声

名远播。
规划显示，广富林项目占地1平

方公里，包含文化展示区、农田保护
区和古镇改造区等几大片区，周边还
设计了体现休闲、居住功能的中式院
落等。占地170亩的农田保护区按季
节种植玉米、向日葵、水稻、佘山水蜜
桃、仓桥水晶梨等。而在古镇改造
区，将能看到广富林古镇的历史风
貌。记者看到，该区域正在建设的
500米商业街和院墅宾馆等，已初步
完成外观建设。

为传承历史文脉，遗址公园内还
将建设20多个各类主题展示馆、纪念
馆、陈列馆等，包括陈子龙纪念馆、考
古遗址博物馆、富林瓷窑展示馆等，
部分民俗文化建筑已经完成布展。
其中，因外形酷似三个瓦罐，而被市
民戏称“瓦罐遗址馆”的考古遗址博
物馆最近正在加紧施工，外观已经雏
形初显。

自开工以来，广富林项目一直广
受关注。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工地正
处于全面施工状态，为保证游客安全
及施工安全，施工方希望市民暂时不
要前往参观。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有望明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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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连日来高温警报，许多医
院烧伤科也进入就诊高峰。因为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衣着较少，皮
肤外露较多，一旦与热源接触，很
容易造成皮肤烧伤或烫伤，尤其是
孩子。在瑞金医院门诊灼伤科，各
种生活类烫伤患者每天都排着长
队候诊。

据介绍，进入暑期，瑞金医院烧
伤门急诊病人数量就不断增加。7
月份平均每天达到 500 多人，其中
急诊人数近 90 人，儿童占一半以
上，而且烫伤面积都比往年大。在
灼伤科病房，还有许多大面积严重
灼伤患者，而且大部分也都是生活
类而非以往的工业烫伤。

对于普通生活类烫伤事故，专
家再三提醒，一定要将热汤、热锅
等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给孩子
洗澡，一定要先放凉水，然后再放
热水。

而家长在孩子受伤后的不当
处理，也会造成救治延误。采访
中记者发现，确实有家长在孩子
受伤后，都采取了不妥当的处置
方 法 。 譬 如 用 酱 油 、牙 膏 等 涂
抹。对此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主
任郇京宁表示，切莫在创面上使用
所谓民间土方，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自来水冲洗。因为如果用这
些土方法，一个容易造成进一步感
染加深，第二有颜色覆盖，会影响
到医生判断伤势深浅，影响后续治
疗。家庭处理烫伤最最简单有效
的方法，是用自来水冲洗。如果家
里有冰块，冷敷也行，但要注意别
过了，造成冻伤。

盛夏沪上烧烫伤患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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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40万元建留守儿童快乐之家
她善小而为，做好事不求人知，她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2007年，她捐资40万元开建七都留守儿童快乐之家。此后，

每年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关爱留守儿童，自学专业知识担任心理辅导师，资助举办各类儿童公益活动。她说“我要用爱来弥补孩子们缺
失的亲情”。2016年4月，周祥薇荣登“中国好人榜”。

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七都岛，有一个远近皆知的“留守儿童快乐之家”，每到周末或暑假，几乎全岛所有的留守孩子们都会聚集到
这里，围着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学习、嬉戏。她，就是七都街道未成年人课外实践基地——七都留守儿童快乐之家理事长周祥薇。

对留守儿童的现状“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

周祥薇今年65岁，七都人，她在
1983 年创办了一家家庭作坊式的糖
品包装印刷厂，自1995年起成为绿箭
口香糖包装纸的亚洲唯一供应商。
随着业务的扩展，周祥薇经常往来国
外，她时常碰到在国外的华人，听着
华人述说在外赚钱的同时也在担心
着国内孩子，担心孩子在家的教育情
况，以及年迈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代
沟等等。因此，周祥薇便萌发了想要
在七都建立一个能供留守儿童学习
玩乐的地方，既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
教育，又能让外出的父母放心。

原来，七都是个小孤岛，土地贫
瘠，交通闭塞，为了摆脱贫困，这里的
人们开始满世界地闯荡，“家家是侨
户，人人是侨民”，全岛200多名留守
儿童，“隔代教育”率达100%。

这让周祥薇很是焦心。“这些孩
子就像离队的孤雁，只能偶尔听下父
母的声音，却瞧不见父母的身影。长
期的分离，他们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和
温暖，亲情的缺少非常不利他们的成
长。”周祥薇说，她要给孩子们在小岛
上建一个温馨的“家”。

冲破层层阻力为孩子们

建“快乐之家”

2007年，周祥薇开始着手实现自
己心中的梦想。但是，在创建留守儿
童快乐之家的过程中受到过许多阻
力。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不理解、不
支持她的想法，闲言碎语开始在岛上
传开，大家认为，这种“义务劳动”责
任大，吃力不讨好，认为她是“有钱买
苦受”。她不予理会，挨家挨户宣
传。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放弃时，周
祥薇回答说从来没有，没有丝毫的迟
疑。“我1983年做印刷行业起家，1994
年一场洪水把一切都淹没了，我只能
从零开始。后来建立箭牌口香糖包
装纸实业，正处于经济危机背景下，
经过3年尝试才成功，但我绝不向困
难低头。孩子们缺乏父母关爱我是
看在眼里的，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我都会像做事业那样坚持下去。”

通过努力，报名加入快乐之家的
孩子从原来的十几个增加到 100 多
个，后来几乎遍布了全岛。

周祥薇与镇里联系，将原来老
涂村活动室腾出来做“快乐之家”，
孩子多起来了，她就和她的女婿一
起出资 40 万元着手建大楼，在她的
动员下，其他华侨侨眷纷纷解囊，
募得资金 135 万元，很快一幢 450 多
平方米、带室外活动场地的三层小

楼落成了，之后她又争取了鹿城区
文明办 30 万元的经费支持，给“快
乐之家”添了许多儿童活动设施。

随后，周祥薇不断与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协调，使“快乐之家”成为
该院实践基地，由大学生志愿者们
来安排课程，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学
习国学、美术、作文、英语等等，每到
周末或暑假，这里总是岛上最热闹
的地方，朗朗书声、悠悠乐音在小岛
上荡漾开来……

为了孩子们能在轻松、快乐的环
境下健康成长，周祥薇费了不少心
思。“我带孩子们烧烤，培养他们独立
动手的能力；陪孩子们游葡萄园、赏荷
花，告诉他们要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
成果；开设模拟法庭，让孩子们从小学
习法律知识，懂得怎样做人；带孩子们
观摹非物质文明遗产——瓯塑、瓯绣，
希望孩子们多了解家乡优秀的传统文
化，不要忘记自己是温州人。”

“孩子们跟我似亲人”
“留守儿童快乐之家”一时之间

名闻小岛，家长们纷纷把孩子送到了
这里，面对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的肯
定，周祥薇深感欣慰。但她总觉得还
缺点什么。她发现，孩子们知识长
进、课余生活丰富了，可是心理困扰
却没有解除。

于是，她放下手头的生意，主动向
心理专家和老师学习，并掌握了儿童
心理知识。每个周末和暑假她都与孩
子们一起，面对面交流，充当孩子们的
心理辅导师。她定期开展感恩教育，
教会孩子们理解父母的不易。

针对问题孩子，她组织家访，和
国外的父母取得联系，帮助孩子解决
心理难题，在孩子与父母之间重建一
座爱的桥梁。她还定期开展团队活
动，自掏腰包举办儿童书画展、演讲
比赛、文艺演出，带孩子们参观博物
馆、科技馆、游历温州的风景名胜。

开学了，周祥薇给孩子们送书包
和文具；儿童节到了，她会给大家筹
办文艺演出、游园等丰富的活动；端
午、中秋、春节来临，孩子们都会收到
她的小粽子、小月饼、小年货。

曾经的问题孩子徐梓伟一度思
想孤僻，学习成绩极差，爱捣乱、不合

群，照顾他的奶奶非打即骂。周祥薇
一有空就把他抱在膝头聊天、给他鼓
励，还与他的老师和爷爷奶奶交流教
育方法，现在孩子学习进步了，和同
学们能玩到一块儿去了。

春节期间，周祥薇出国探亲，孩
子居然打了远洋电话向她汇报成绩：

“周奶奶，我学习进步了，大家都说我
乖了！”

留守孩子徐都华2岁的时候就被
父母送回国，一直到12岁未见过父母
一面。母亲节的时候，周祥薇让大家
都给妈妈写封信，他却哭了，他说半
夜的时候自己都会哭醒，他好想好想
妈妈，却只能在照片上摸摸妈妈的样
子。同时他又恨父母抛下自己，爸妈
的电话都不愿意接。

周祥薇一有空就跟徐都华谈父
母的不易，谈创业的艰辛，而且，她还
打电话给海外的孩子爸妈，并千方百
计鼓励孩子也说上两句。慢慢地，徐
都华的爸妈打来电话时，他也从最初
的排斥，到别别扭扭地接听，一直到
现在时不时会主动向父母汇报学习、
生活近况。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里，
孩子们找到了家的温暖、生活的乐
趣、学习的信心。

除了关爱岛上的留守儿童之
外，她还资助村里的贫困生，每年慰
问村里的空巢老人和困难户、修桥
铺路等公益慈善事业她都尽心尽力
去完成。在每年的除夕，她所做的
就是牺牲自己与家人欢聚的时间，
全身心投入走访慰问留守儿童和空
巢老人上。今年，她还带着刚从美
国回来的小孙女，她要让孙女从小
懂得关爱他人，体验从帮助别人中
获得的快乐。

“孩子们跟我的关系比亲人还要
亲。”周祥薇说：“只要孩子们开心，我
就不觉得辛苦。当孩子们甜甜地叫
我‘周奶奶’的时候，就是我最有成就
感的时候。”

周祥薇鼓励孩子们参加各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