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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涛

■周彭庚 文

地名和路名，是地域、地块、地
界的符号。把几个地名、路名连缀
起来，构成对联，别有一番意味。

笔者家附近有几条含“国”和
“民”的路名，遂成一联：

“国和国定方国伟，民立民康皆
民星。”“国伟”离不开“国和”“国
定”，“民立”“民康”才能培育出百姓
所需要的“民星”。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之际表彰的 100 个“改革先锋”，
他们都是植根于民众之中，立足于
各条战线，为国为民的巾帼须眉，是
国之栋梁，时代楷模，真正的明星。

“豫园七宝朱家角，张江洋山外
高桥。”豫园、七宝、朱家角，浸润着
上海丰富的人文传统，张江、洋山港
和外高桥，则是上海改革开放卓越
成果的主要载体。把它们集中在一
起，可以让我们看到上海发展的轨

迹，尤其是近40年的跨越发展迈出
的巨大步伐。

“虹口黄浦金山卫，长宁静安嘉
定城。”前一句热烈奔放，激荡人心，
正是上海人勇于探索创新的体现；
后一句呢，则是另一番景象，体现上
海人恬静和善，做事精细踏实的风
格。两相结合，正是今日上海人的
生活：安居乐业，热情创业。

“嘉定嘉善可嘉兴，国安国泰
正国达。”不妨把“嘉”看成“家”的
谐音，“家定”“家善”方可“嘉兴”，

“国安”“国泰”才能“国达”。这与
“国泰百业旺，家和万事兴”有异曲
同工之妙。

地名、路名的种种含义，都是人
赋予的。尤其是在巨大变革的今
天，我们身边的小街陋巷，今天名不
见经传，明天却有可能声名鹊起，只
不过需要我们多花些心思，多洒些
汗水。

咬文嚼字

地名成联别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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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心 文

走进华丽耀眼的上海大剧院，我
观看了明星版话剧《雷雨》，这是为纪
念《雷雨》问世七十周年而排演的。距
上一次看《雷雨》，二十多年的时光过
去了。不再年轻的我，喜爱着剧中最
年轻的周冲。

“他身体很小，却有着大的心，也
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轻，才
十七岁，他已经幻想过许多许多不可
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
现在他的眼睛欣喜地闪动着，脸色通
红，冒着汗，他在笑了。”

这是曹禺先生在名剧《雷雨》中为
周冲的第一次出场写下的性格提示。
在整部剧中，周冲是唯一的光明地生
活着的人，他的心底是橙色的，没有一
丝杂质，他急切地想温暖所有他爱着
的人，他的病态的母亲，颓丧的兄长，
严厉的父亲，还有家里的佣人四凤，四
凤充满敌意的哥哥矿工鲁大海。

“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

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
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好的，
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如
果她不愿意我，我仍然是尊重她，帮助
她的。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
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用分给
她一半上学。”

周冲向母亲描述他对四凤的情
感，浪漫而感人。1933 年，二十三岁
的曹禺内心深处激荡着追求自由、博
爱与平等的五四精神，他借更年轻的
周冲之口袒露着他对新时代新世界新
人类的期待。

歌手蔡国庆扮演周冲，容貌与形
体都有距离，但他努力用明朗的声音
塑造周冲如水晶般透明的灵魂，“我像
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
空……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
飞，飞，向着天边飞……我们飞到一个
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
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没有……”

可是我从这梦幻般的话语中听出
的是内心的挣扎与逃避。周冲是和这
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同的，剧里所有的
人都不懂他。母亲说：“你真是个孩
子，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兄长
说：“他真呆气！”父亲说：“你知道社会

是什么？”鲁大海说：“以后你们周家无
论哪一个再来，我就打死他，不管是
谁！”即使是他以为“懂得我”的四凤也
只是说：“你的心真好”，“你真会说
话”，而把身心全部交给了周萍。

“现实的铁锤”“一次一次地敲醒
他的梦”，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星星点点
的尘埃不断地玷污了周冲皓皓的身体
与心田。他一次次否定自己的判断、
对未来的构想、还有生命的要义与价
值，“妈的话是对的”，“我没想到我的
父亲的话还是对的”，“我想周家除了
我不会再有人这么糊涂的”，“以后我
不会这样说话了”，“我好像并不是真
爱四凤，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理想的峰峦在迷茫、退缩与痛苦挣扎
中轰然崩塌。“理想破灭时，生命也自
然化成空影”。周冲在未触电身亡之
前已经死去。

无奈和痛惜占据着我的心。曹禺
先生自陈“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
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
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
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
己来主宰着。”在剧中所有复杂的乱
伦关系与冲突中，周冲都是个局外人，
自始至终没有置身于强烈的戏剧矛盾
漩涡之中。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繁漪

与周萍、周萍与四凤的情感纠葛上时，
周冲的理想与人生渐渐被毁灭很容易
被忽视。但这却是社会批判的重重一
笔，是曹禺先生对人性重建的重要贡
献。年轻的曹禺控诉“天地间的残
忍”，用“一根现实的铁针”将“喜欢的
人”的理想一一点破，他的心底是被悲
悯的烈焰灼痛的。周冲之死并非哪一
个人刻意为之，这或许是最可怕的。
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先生在分析《雷雨》
人物时曾指出“周冲是生活在梦里的，
他的梦想是这样的美好，真是纯洁无
暇、纤尘不染。而现实却是这样的丑
恶，到处布满着污秽，遍地散发出腥
臭。这二者是万难并存的”。

这样的批判今天仍然需要。因
为，当周冲以幻灭的悲哀语调说自己

“糊涂”、“胡闹”时，我听见观众席里发
出了低低的刺耳的窃笑声。这定是些
高明的人在笑，他们的人生是精心算
计好了的，锱铢必较地掂量着每一个
进退取舍的筹码，在形形色色的矛盾、
冲突、争斗中尔虞我诈，游刃有余，从
不糊涂，也不胡闹，理想、爱恋、良善、
单纯统统是取笑的对象，而宁可赏识
鲁贵的猥琐与贪婪。可怜周冲在七十
年前便遭误解，曹禺先生说：“我看过
一次《雷雨》的公演，我很失望，那位演

周冲的人有些轻视他的角色，他没有
了解周冲，他只演到痴憨——那只是
周冲粗犷的肉体，而忽略他的精神。”
是的，某些今人嗤笑的依旧是周冲的
痴憨，周冲在这冰冷的笑声中又一次
寂寞地死去。

我厌恶这窃笑，但我不惧怕周冲
的一次次死去。死去的苦痛是进步的
代价，在痛心一个年轻生命被吞噬的
同时，更明白了人类社会在与充满阴
霾的现实的抗争中蹒跚前行，虽然缓
慢，有时甚至停滞，但理想的人性的旗
帜永远在历史的星空下高高飞扬。周
冲终将复生。

大幕在毁灭的寂静中落下，徐徐
重启时，舞台上高悬曹禺先生的大幅
头像。演职员依次上台谢幕，虔诚地
把花束敬献在曹禺先生的像前。“寄寓
着青年曹禺的最纯真的理想，最深挚
的憧憬”（钱谷融）的周冲走在最前面，
年轻纯洁，梦幻的光芒依旧在眼中闪
烁。掌声持久地响着，我拍红了手掌，
向曹禺先生致意，向理想和人性的美
好与圣洁致意。

复生

光影人生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豫园元宵灯会 ■陈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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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 文

妻子从小有个梦寐以求的美好
愿望，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舞蹈演员，
只因家远离少年宫，父母忙于工作
无暇顾及，进少年宫学舞蹈就此化
为泡影。但每到“六一”，学校举办
少先队庆祝活动，舞蹈表演总能出
现她的身影，参加表演的歌舞《草原
英雄小姐妹》、《望远镜里的故事》，
还曾在县里汇演。

时值豆蔻年华，时来运转，得知
铁路文工团招人，机不可失迅即报
名，竟通过了第一关筛选。正准备
再接再厉，“文革”爆发席卷全国，文
工团招人之事戛然而止。

妻子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教
师，孜孜不倦从教三十余年，悠悠岁
月桃李满天下，甚感欣慰。

退休后寻思要圆儿时的梦，萌
发了参加老年大学舞蹈班的念头，
咨询得知：须从初级班学起。过低
的起点并不适合，就此作罢，失落中
不甘雌伏。偶尔在网上看到几段舞
蹈视频，被舞者曼妙舞姿深深打动，
对着视频画面手舞足蹈模仿，感觉
与舞蹈节奏同拍，信心大增，就此迈
出了学舞的第一步。

起初在家看着手机短视频学着
跳，因画面太小，观看效果不佳，改
用电脑下载舞蹈视频，通过 U 盘在
电视机播放。60寸彩电超大画面一
览无余，边跳边学自得其乐。三五
天学一个舞，不知不觉学会了二十
多个。为支持她跳舞，家中宽大的
移门特意装上整面镜子。跳舞时，
拉动移门就可对着镜子翩翩起舞，
看着习舞时镜子里妻子泛起的幸福
微笑，我心中荡漾起快乐的涟漪。

一日，妻子与邻居谈起习舞之
事，得知小区外绿地每天有多支舞
蹈队习舞，慕名而去。名师出高徒，
选对习舞老师尤为重要。经对各舞
蹈队观摩，见一老师舞姿轻盈优美，
婀娜多姿，不同凡响，毫不犹豫加入
了该队，从此每天上午两小时的舞
蹈学习雷打不动。

舞蹈队成员居住在不同小区，
从素味平生萍水相逢，到无话不谈
莫逆之交的舞友。在跳舞中广交朋
友，增进友谊，其乐融融，既锻炼身
体，又陶冶情操，使晚年生活更加多
姿多彩。

教舞老师原来是舞蹈学校退休

教师，专业水准一流，但习舞者水平
参差不齐，使教学难度大大增加。
老师评价妻子跳舞的先天条件不
错，具有较好的身体柔韧性与协调
性，乐感好，音乐的节奏感、旋律感
把握准确，有悟性，记忆力强。加之
勤奋好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舞蹈水
平有了明显长进，每次教新舞都是
第一个学会，不久在舞蹈队中已是
卓尔不群。每当老师要外出旅游，
需缺席数日，必定先将新舞教会妻
子，然后放心外出，后续事全权交予
负责。

妻子是完美主义者，一个新舞
跳熟后，必定请舞友用手机将自己
的跳舞全程摄录下来，回家兴致勃
勃一遍遍目不转睛反复观看，仔细
琢磨，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每次
看后总能找出瑕疵，下次跳时纠正，
真是学无止境。有时我调侃：“你这
么反反复复来回播放不觉得厌倦
吗？”她听了一笑了之，依然我行我
素，兴趣盎然地投入其中。

舞蹈队时常会参加街道组织的
文艺演出，曾代表街道参加上海市
第二届城市运动会广场舞大赛。队
员们个个认真排练一丝不苟，团队
的荣誉高于一切。

小区每年都要举办属于自己的
“春晚”和“纳凉晚会”，对舞蹈队来
说是件大事，更是展示舞姿风采的
大好时机。从绿地舞蹈队选拔本小
区舞友组成，一般提前两三个月开
始排练。我家户籍地与居住地分列
两个小区，属于“人户分离”。因两
个小区隔路相望，近在咫尺，每到小
区举办自己的“春晚”或“纳凉晚
会”，两个小区都需要妻子参加，尽
管格外忙碌，却乐此不疲，体现自身
价值的同时，成就感油然而生。

妻子作为“春晚”舞蹈队指导，
负责整体安排精心策划。排练中
编排队形、改编动作，耐心示范指
导，使舞蹈队表演做到整齐划一，
精神饱满，力争将最好的一面呈现
给大家。

记得那年演出《水兵舞》，戴红色
贝雷帽、着水兵迷彩服、穿红色高筒
靴。表演者个个英姿飒爽，柔中带
刚，气宇轩昂，整个表演一气呵成，
全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三八妇女
节街道举办文艺汇演，《水兵舞》名
列其中，再次得到了一致好评。

我将节目全程摄录了下来。到
家后，妻子按捺不住迫切心情，立即
在大彩电中反复观看，寻弊索瑕。
其一丝不苟的态度，令我折服，这就
是我爱习舞的妻子。

生活故事

妻子习舞

除 夕
儿孙归来喜盈门，
耳边响起开瓶声。
酒未沾唇人先醉，
脸上飞来一片春。

年初二出门
嚓嚓嚓嚓快如风，
车轮欢唱迎春颂。
道旁行人稀又少，
惟见春联一路红。

豫园观灯
进园先过安检门，
仰起头来观花灯。
紧随人流莫停步，
小心踩掉鞋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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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
钢近日出席区 2019 年度深化民兵
调整改革暨民兵整组任务部署会。
谢坚钢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严格
对标对表，厘清考评标准，逐条逐项
地对照，严把质量关口，在科学编组
上下功夫，把合适的人编入合适的
岗位，提高民兵战斗力；在民兵训练
上下功夫，训实训强重点队伍，提升
民兵遂行任务能力；在科学管理上
下功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张宇宝
主持，副区长李雅平传达上海市深化
民兵调整改革讲评部署会议精神。

谢坚钢指出，要突出重点难
点。突出党管武装，建立健全各级
党的组织，加强民兵分队党组织建
设；突出潜力调查，切实把人员潜
力、行业潜力、装备潜力、船舶潜力
等各项数据搞清楚，打好民兵整组
的工作基础；突出定人定岗，对照
民兵分队编制表，实现民兵定人定
位、定岗定装，做到专业对口、人装
结合；突出政治考核和体检，严格
把住民兵入队的质量关口。要形
成工作合力，加强工作统合，积极
解决民兵编、建、训、管各个环节的
矛盾问题，建立有效工作机制、顺畅
协调工作通道；细化任务分工，每项
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倾斜
力量保障，从物质、精神、法规制度
等方面为民兵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督导检查，分阶段检查验收建
设成效，确保民兵改革整组各项任
务有序有效落实。 ■成佳佳

本报讯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
钢，区委常委、副区长丁欢欢日前接待
普华永道中国上海合伙人黄佳一行。

谢坚钢介绍杨浦区情。他指
出，杨浦拥有“三个百年”深厚历史
积淀，呈现“三多一浓”的发展局面，
正对标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发
展愿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
构转型、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建设转
型、自我革新推动社会治理转型，推
动“三区一基地”建设。他表示，普
华永道是杨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参
与方和合作方，非常感谢企业的主
动对接和大力支持。希望双方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找准结合点和切
入口，加强沟通和对接，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黄佳介绍企业有关情况，并表
示，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为杨浦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深
度对接，促进合作共赢。

据介绍，普华永道在福布斯全
球排行榜上，位列全球私有企业的
第三名，也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之一，拥有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
网络，多年来致力于协助全球商界、
政界领袖共同探讨重大问题并为建
设更美好的城市努力。 ■成佳佳

■记者 杨晓梅

近日，全市第一张“数据对接”竣
工备案证“花落”杨浦区106街坊动迁
安置房二期项目，区建管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一改之前的手动输入，106
街坊动迁安置房二期项目是全市第
一个完成‘建管平台’与‘一网通办联
审平台’数据对接的综合竣工验收
项目，缩短了备案时间，增强了企业
获得感。”

这一变化源自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的《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
工验收管理办法》，据了解，该办法出
台后，与现有验收模式比较，主要有
四方面变化：全流程网上无纸化、零
窗口办理，项目竣工验收资料无需送
窗口审核，只需要网络上传即可，竣
工备案证全面实施电子证书，项目单
位完成竣工备案后，只需要自行网上
下载，无需窗口领取；竣工验收程序

由串联改为并联，原来规划部门验收
需要绿化、交警、交通部门验收等前
置条件，现在各专业验收部门全部改
为并联验收，缩短了验收时间；各专
业验收部门的书面纸质验收证明文
件改为网上填写验收结论意见，省去
了书面验收文件的撰写、盖章、发放
等程序，缩短了验收备案总时间；增
加了“竣工验收提前查看服务”，针对
建设规模较大、技术难度复杂的项
目，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在具备一项或者部分专业验收条
件后，申请现场查看服务。

对此，区建管委组织各专业验收
部门，全面梳理近期可能申请竣工备
案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的新、改、扩
项目，确定了106街坊动迁安置房项
目二期工程等11个项目为第一批综
合竣工验收项目，并于2月底组织各
行业管理部门（区消防支队、区绿化
市容局、区规划资源局、区卫健委、区

民防办、区建管中心）以及梳理出的
11个项目的建设单位，召开相关专题
会议，详细解读“多验合一”各部门职
责分工、竣工验收的前置条件、验收
申请和受理、参加现场综合验收确
认、现场综合验收、整改复验等环节，
帮助项目建设单位熟悉掌握政策要
点和平台操作。

对竣工在即的106街坊动迁安置
房项目二期工程，区建管委组织各专
业验收部门召开项目专题协调会，共
同指导项目网上申请综合竣工验收，
并采用微信群实时沟通、专人跟踪协
调等方式及时解决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同时，与市住建委保持密切沟
通，及时联系解决新平台系统问题。
在市住建委的支持下，106街坊动迁
安置房项目二期工程11个工作日即
取得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比市住建委新政规定的15个工作日
的竣工验收时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另据了解，包括开展“多验合一”
工作在内，为做好服务建设单位的

“店小二”，区建管委还多方发力，推
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升级
再造。虽说所有建设项目资料的网
络上传，实现了企业办事“零跑腿”，
但为做好各建设项目的综合咨询服
务，区建管委会同区行政服务中心等
部门调整、整合相关工程建设项目涉
及的部门窗口，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二
楼设置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
务专区及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专
窗；建立重大项目“一项目一表”审批
流程一览表，排摸项目推进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对建设单位进行联审
平台使用的全程指导，告知项目建设
单位审批新流程，使得区重大项目可
以享受到审批改革的红利。

本报讯 昨天上午，以实现“一路
一品一色”绿化景观特色片区为主题
的杨浦区 2019 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拉开序幕。区领导李跃旗、魏伟明、
邰荀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与区绿委成
员单位及部分市民代表共同参加。

本次植树点位于新江湾城清流
环三路，道路全长 1266 米，是新江
湾城淞沪路以西区域中12条实施绿
化改造道路的其中一条。此次植树
活动共种植了 140 余株三角枫，届
时，呈暗红色或橙色的秋叶将与朴
树、巨紫荆、北美枫香等多种千姿百
态的植物，形成落英缤纷、满树繁花
的景象。

据悉，新江湾城12条道路绿化改
造工程，东西两边分别以淞沪路和国
权北路为界，北端以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为界，南端以政立路为界，改造绿地
面积约为2.6万平方米。本次改造也
将成为上海首个以规模化集中种植
方式实现“一路一品一色”的绿化景
观特色片区。 ■张蓓

“上海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术研讨会在杨浦滨江黄浦码头旧址举行

百年前，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从这里出发

区建管委多方发力，做好用心服务的“店小二”

“数据对接”企业办事“零跑腿”

一条道路一种色彩

新江湾城12条道路分为“三纵、五横、两环”，通过规模化种植，每条道路都将有一个主要的行道树和花灌木品种。
图为记者昨日拍摄的主打粉色春景的殷行路早樱绽放。 ■记者 王修远 摄

确保民兵调整改革
工作有序有效落实

接待普华永道高层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本报讯 1919 年 3 月 17 日，第一
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从黄浦江畔登船
赴法。根据对当时较有影响力的主
要报刊查阅，先后有 6 批 650 余名留
法勤工俭学生在今杨浦区境内的黄
浦码头（现秦皇岛路码头）登船出发。

100 年后，黄浦码头仓库旧址之
一——秦皇岛路 32 号东码头园区，

“ 上 海 与 留 法 勤 工 俭 学 运 动 ”
（1919-2019）学术研讨会于3月15日
在这里举行。

会前，留法勤工俭学亲历者家属、
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之子、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
苏，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
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市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徐建刚，区委书记李跃旗，
共同为“黄浦码头旧址”铭牌揭牌。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东昌主持仪式。

徐炯在致辞时指出，举行“上海
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术研讨会，
就是要在进一步挖掘和保护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研究和宣传红色
文化上取得更大成就，为上海打响红
色文化品牌作出更大贡献。

李跃旗在致辞时表示，红色文化
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也是杨
浦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
区的“信仰之源”。不忘初心才能继

续前进，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近
年来，杨浦区委、区政府一直把发掘
研究有关留法勤工俭学在沪起航的
相关历史史实、讲好有温度的党史故
事作为党史党建工作的重点，大力传
承百年基因，打造滨江红色高地。

研讨会上，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
市长陈毅之子陈昊苏和周恩来总理
的侄子周秉和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亲
历者家属代表，讲述了对先辈的怀念
之情和个人感想。哪些因素促成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为何能成
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心？为什么黄
浦码头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离沪的
重要出发地？与会专家学者对留法

勤工俭学运动多维度考证研究，沟通
交流。

“他们从上海出发——杨浦区纪
念留法勤工俭学生离沪100周年图片
展”与研讨会同时举行。展览共展出
图片80余幅，通过珍贵的历史文献照
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着重介绍赴法
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背景、经过和重
要意义。

据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吸收本次研讨会成果，以
滨江党建驿站为依托，在宣传展示内
容中突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意义、作
用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做好有关史料
挖掘等各项工作。 ■成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