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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江新村（上）
■刘翔 文

现在想来，住在广远新村的那
十年，是我们全家最舒心、安逸的十
年。1989 年我结婚成家后，便自立
门户，搬进了杨浦区政府分配的控
江新村。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由杨浦
区机关分房领导小组签发的“分房
通知单”。签发日期是 1988 年 12 月
18 日，分配的房屋是控江二村 107
弄 6 号 103 室。尽管这是上世纪五
十年代建造，房型为一间 16 平方
米，煤卫三家合用的老公房，但对
我这个机关里的小青年来说，能够
分到一间独立婚房，绝对是要从内
心深处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想当年，我们一家三代同堂六
口人，蜗居在松花一村 7 号 14 室那
间 15 平方米的斗室，简直就是天壤
之别了。

那个时候，国家实行的是福利
分房政策，机关里的年轻人结婚
时，只要属于无房户，一般都能分
到一间独立的婚房，这点足以让现
在的年轻人“羡慕嫉妒恨”了。随
着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如今，我

手头的这张“分房通知单”，显然是
一份见证一个时代、一项政策的珍
贵档案史料。

结婚成家后，从大家庭中“分
离”出来，居住在温馨的独立空间，
听不见父母的唠叨，没有了父母的

“监管”，使我有了终于“单飞”的兴
奋感。但 1991 年夏季的一场台风
暴雨，却让我不由对地处双阳路延
吉中路的控江二村 107 弄的地势环
境担忧起来，彻底领教了什么叫

“水深火热”。
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8 月的

盛夏，受东亚季风的影响，这个季
节的上海经常要受到台风暴雨的侵
袭。一天深夜，睡梦中的我，突然
被一阵猛烈的暴雨声惊醒，打开电
灯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只见房间
内“水漫金山”，门缝下一股股水流
正在不断涌入，鞋子、凳子等飘浮
在水面上，我赶紧唤醒熟睡中的妻
子与两岁的女儿，然后迅速和妻子
一起端着脸盆朝室外排水。

此时，年幼的女儿却被眼前“波
涛汹涌”的场面惊吓得大哭起来。
手足无措的我只得把她放置在一个
大澡盆里，作为临时“救生艇”，任

其在水面上“游荡”后，才总算不再
哭闹了。

夜幕下的控江二村 107 弄已是
一片泽国，人声鼎沸，邻居们纷纷
起床，女人在家中紧张地将贵重物
品转移到高处。男人们则撩起膀
子，紧张地用草包、木板在大门外
筑起一道堤坝。于是，我立即加入
到邻居们的“抗洪救灾”战斗中。
一位邻居告诉我，延吉路、双阳路、
控江路一带地势低洼，排水设施陈
旧，一旦降雨量集中，就会形成严
重积水，造成大量住在底楼的居民
家中进水。

“小刘，侬是新搬来的，这种在大
门外筑坝、拷浜的生活，阿拉是老吃
老做啦！”这位邻居苦笑着拍了拍我
的肩膀。

凌晨时分，水流依然还在汩汩
地涌进屋内。为了安全起见，我只
得让妻子带着女儿转移到丈母娘
家 ，自 己 继 续 和 邻 居 们 一 起“ 拷
浜”。没料到，此时的女儿却紧紧抓
住大澡盆不愿离去，只见她开心地
乘坐在这艘“救生艇”上，嘴中还不
停 地 哼 着“ 摇 啊 摇 ，摇 到 外 婆
桥”……这下可真让我哭笑不得，又
急得双脚跳，只得命令妻子将其“强
制带离”。

第二天，当我从报纸上读到“本
市杨浦区江浦路陈家头地区，因这场
特大暴雨导致屋内进水，致使家里水

中带电，两位市民不幸触电身亡”的
新闻后，不禁后怕不已。太危险了，
那晚我家的进水也差点漫过墙角上
的电源插座啊！

根据《江泽民在上海》一书的记
载，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曾在1985
年 8 月 1 日，第六号强台风袭击上海
后，听到市防汛指挥部汇报：“全市中
杨浦区积水最严重，全区17个街道有
16 个街道积水，9200 户居民家中进
水，其中控江路、延吉路之间的双阳
路周围已一片汪洋，平均积水 50 公
分，最深的超过 80 公分”后，焦急万
分，在当天中午11时40分，冒着大风
暴雨赶到控江路双阳路视察积水情
况，慰问受灾居民。

控江二村107弄住宅区正是江泽
民同志视察的地区。由此可见，该地
区的灾情有多重。我结婚时购置的
那套组合式家具被水浸泡得变形不
说，最令我心疼的是，由于房间小，放
不下书橱而珍藏在床下的那些陪伴
我从童年走向青年的书籍，许多因被
水浸泡得成了废纸。如今想来，依然
痛惜不已。也真是由此，从那时起，
拥有一间自已的书房，就成了我梦寐
以求的宿愿。

杨浦记忆

在柏林骑车
■张佳 文

记得我在德国的时候，街头还没
有共享单车。和国内比起来，自行车
在德国是件“贵重物品”，商店里的标
价动辄几百欧元甚至上千欧元。最
便宜有迪卡侬 120 欧元的基本版自
行车，只有关键部位，“不关键”的挡
水板、脚撑……通通被省略。德国规
定晚上骑车必须开灯，所以还需要购
置大灯、头盔等等，又是一笔开销，而
且这些小玩意也贵。好在周末的跳
蚤市场里，二手自行车的价格相对低
廉。记得我当时就是经一台湾同胞
的介绍，和朋友一起去柏林的一个二
手市场扫货。一番讨价还价，以五六
十欧元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咏
而归”。

德国这个汽车王国，私家车拥有
量很大，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
车一族。我们大学汉学系一德国老
太太，中文名叫海迪，年近六旬了，按

理说也不差钱，偏偏就喜欢每天骑车
来来往往。有次还带我骑车游柏林，
走走停停，热情地介绍一路上的风
景。也难怪，国外地旷人稀，风景优
美，空气清新，骑车如在画中游，既锻
炼了身体，又绿色环保零排放，一举
两得。

德国人遵守交通规则，讲究秩序
到了刻板的程度，行人与自行车各行
其道，彼此礼让三分，基本不会相互
干扰。行人如果不慎走入自行车道，
被骑车人打铃提醒，会赶紧道歉退
出。相应地，在人行道上骑车是不允
许的，除了小朋友。小朋友的自行车
总是插上一竿高高的小旗，又醒目，
又拉风。

在德国，有车一族尤为不便的是
找不到修车的地方。国内随处可见
的路边修车小摊，在这就是望穿秋水
也别想找到一家。若去正规商店找
人修理，德国的人工费用又高得吓
人，修一次差不多就是一辆车的钱。
没办法，人家德国人车子坏了都是自
己动手亲自调理，咱们也只好入乡随
俗。爱车有了小毛小病，也只得撸起
袖子、拿起扳子，自己做一回修车师
傅了。

世相百态

图们换乘记
■姜德福 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从北京
的一个军事首脑机关，下放到东北北
大荒一个由农场改名的五七干校“劳
动锻炼”，前后有5年之久。说是五七
干校，其实就是农场，每天就是种地干
活、喂猪养鸡。一直到粉碎“四人帮”
后，接着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落实干部政策，干校宣布解散，我
才重新被分配到部队工作。

农场在林海雪原的山沟沟里，十
分闭塞。到了冬天，收割完庄稼，天寒
地冻，地里便干不成活了。除了留下
少数几个人值班看家、喂养牲畜，其他
人都可以休假探亲，回家过元旦春节
去了。

农场在牡丹江市里设有一个办

事处，我们一般都搭农场拉货的卡车，
提前一天赶到牡丹江。在办事处对付
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便从火车站上车，
根据不同方向辗转前往全国各地。

那时候我和爱人两地分居，爱人
带着一岁多一点的儿子在松花江畔
的吉林市上班。

牡丹江到吉林市没有直通的火
车，要在别处换乘。我选择买上一张
联票，在牡丹江可以乘坐森林小火
车，经东京城、鹿道、汪清等抵图们，在
图们换乘火车，经延吉、敦化、安图开
往吉林。这条路线的好处，一是路程
相对短。早上从牡丹江发车，下午两
三点钟就到图们，换晚上七点来钟的
列车，在第二天清晨就到吉林站了。
二是乘客相对少。图们是个边境城
市，以与朝鲜交界的一条图们江而得

名。这里地处偏僻，尤其在春节前后，
比起在客流量较大的省会城市哈尔滨
或长春换车，宽松方便多了。

在图们站换乘，唯一不便的是要
过天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
期，物资短缺，探亲回家都得手提肩
扛，带上好多东西。农场也有一个方
便条件，什么米呀、面呀、肉呀、蛋呀、
油呀等等，都是自产的。而这些东西
在市场上只能凭票限量供应，属于紧
俏商品。于是，平时攒一点，年底单
位分一点，单身干部支援一点，都留
在探亲的时候大包小包扛回家。

这么多东西，怎么带？
两头都好办，上车时有战友进站

帮助送上车，到终点有家人买张站台
票可以进到站里接。难就难在中途
换乘时换车。

在图们火车站，下车和上车不在
一个站台上，就得像蚂蚁搬家似的，
把东西一件件从这个站台搬到另一
个站台上。中间还要上上下下过一

个天桥，因为火车要在天桥上通行，
所以上下天桥的几十步阶梯又高又
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季节，台阶
上积了一层厚厚的冰雪，一步一打
滑，弄不好就摔个“仰八叉”。所以上
下台阶得小心翼翼，生怕摔倒了。我
还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像传递

“接力棒”似的，分几次把东西从这边
运到那边，前顾后盼地来回运、往前
挪，一直挪到要出发的那个站台上。
好在那时候火车对乘客携带的东西
没有太多的限制，也没有严格的检查
制度，所以不会在这方面遇到更多麻
烦。有时碰到好心人，还能伸手帮一
把，那就方便多了。

在图们换乘，从下车到上车，之间
有四五个小时的候车时间。守着堆得
如小山包似的物品，我也不可能出站
去逛逛或者到候车室休息，就得坚持
在站台上蹲守。实在冻得受不了，就
围着“小山”，在站台上跑一跑跳一跳，
搓搓手跺跺脚，以增加点热量。

现在想想也奇怪，那时候虽然条

件艰苦，但生活得可充实可有希望
了，大包小包扛来扛去，也不知道从
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说一句没有
出息的但确实是掏心窝子的话，可能
就是一想到马上就能到家和老婆孩
子见面了，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浑身
都是劲。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已经退
休多年。干休所里逢年过节时，会给
我们发点慰问品大礼包。工作人员
看我们岁数大，怕拿不动，要帮我们
送到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别
的本事没有，就是能拿东西，你给我个
小山我也能扛走。”

我不怕拿东西，可能就是那几年
在图们换乘火车时练出来的。不过还
是现在好，赶上了好时光，改革开放促
进生产力发展，物资极大丰富，商店里
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应有尽有。现吃
现用现买，还有快递小哥送货上门。
出门在外只要兜里揣张银行卡，或者
手机刷一刷，不要说走到全国各地，就
是游遍世界都不怕。

岁月悠悠

诗抒胸臆

今夕为何夕？春
江花月夜。九天银河
沪上艳，琼楼群星越。
画船弦歌醉也，不去雪
野，不登山岳。

早春寒雨
冷风且寒雨，春光

少赠予。绿苑曲径败
叶余，湖里不见鱼。谁
言早樱如云，蓝天白
羽，梦里笑遇。

梨花
放 眼 梨 花 逢 春

开，漫山遍野一片白；
湖边岸柳挂云彩，林
间翠鸟重重来。去年
梨树栽，今朝花如海，
梅妻遥闻亦醉怀。（宋
朝 诗 人 林 逋 酷 爱 梅
花，自喻梅妻。）

致友人
■王养浩

浦江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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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2日，浦东新区区委
常委、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彭崧一行调研杨
浦科创重点项目，实地调研了长阳
创谷“AI+”园区建设和滨江示范
段。区领导李跃旗、谢坚钢、赵亮陪
同。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
公室专职副主任侯劲参加调研。

彭崧对杨浦坚持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杨
浦主动对接上海市科创中心建设，
发挥“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特色
优势，打造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
区，成为重要的科创阵地。下一步，
要激发大学科技园内生动力，完善
体制机制，聚焦知识溢出，加强制度
供给，推动科技成果更加顺畅地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优化营商环境，
结合各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创业
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平
台功能，为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
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要充分发挥杨浦在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的区
域特色，深化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
联盟机制，加强基地在创新研发、集
成应用、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方面的
协作，推动形成面向长三角、面向全
国的技术转移与交易市场；要推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着力搭建“智慧
场景”，鼓励企业将最新技术、最新
产品和最新服务在杨浦率先落地应
用 ，努 力 将 长 阳 创 谷 建 设 成 以

“AI+”园区为主要特色的上海市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点。

谢坚钢指出，杨浦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正有力有序推进国
家创新型城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
承载区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以创新街区建设为抓手，不断打破
校区、园区与社区边界，重点推动创
智天地、国定东路、长阳路和环上理
工四大创新创业街区建设。同时，
推进科技创新与城市更新不断融
合，形成区域内“西部核心区+中部
提升区+东部战略区”的创新创业
空间发展格局，努力成为上海乃至
全国创新最活跃、创业最容易成功
的地方。 ■成佳佳

本报讯 4月12日，区领导李跃
旗、谢坚钢、丁欢欢、邵志勇会见丽
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龙县委
书记曹金明率领的玉龙县党政代表
团一行。丽江市政府副秘书长、玉
龙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权，玉龙县
副县长李正荣参加。

李跃旗祝贺玉龙县2018年如期
实现脱贫摘帽、成功出列，并介绍了
杨浦区对口帮扶“三地七县”扶贫协
作相关工作情况。他指出，玉龙县干
部群众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体现出坚
韧不拔、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
值得杨浦学习。结合玉龙之需，尽杨
浦所能，杨浦区将一如既往在教育卫
生人才培养、劳务输出和产业发展等
方面与玉龙县继续深化合作交流，助
力未来两地实现更大的发展。

曹金明感谢杨浦区对玉龙县
脱贫攻坚等方面工作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介绍了玉龙县对口帮扶工
作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希望杨浦区
继续关心和支持玉龙县各项事业
发展。 ■成佳佳

本报讯 4月15日，上海市黄浦江
杨浦段滨江综合开发指挥部第十一
次全体会议举行。区委书记李跃旗
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整合更多社会资源，系统地考虑杨浦
滨江岸线的开发建设，探索出一条更
有效、可持续的滨江发展新路子。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区委
常委、副区长丁欢欢，副区长赵亮、徐
建华出席。

李跃旗指出，要提速。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抓紧推进滨江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与各相关部门、各单位的
沟通协调，尽快完成土地岸线码头收
储的收尾工作。要提质。坚持对标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提升滨江
公共空间的品质和功能，并结合世界
级精品旅游项目以及“世界的会客
厅”的打造，注重水岸联动，在吃住行
游购娱等各个方面做到品质为先，能
级提升。要提气。提振士气，提神振
气，在推动历史建筑修缮的同时，做

好活化利用工作。组织好2019上海
城市空间艺术季、“王者荣耀”主题特
展等重要活动，利用好这些重要事
件、重大契机。借势发力，通过科创
板上市企业集聚区的打造，重大产业
项目的落地以及功能性项目的建设，
营造更好的滨江发展氛围。

谢坚钢指出，要有力推进杨浦滨
江段综合开发，在功能上，要结合实
际，做到功能复合，而不是简单累
加。在可行性上，要不断优化，加强

研判，提出比选方案，增强项目的可
实施性。

会上听取了关于杨浦南段滨江综
合开发工作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年
工作计划，关于时尚中心游船码头方
案、成立杨浦滨江综合开发决策咨询专
家委员会、智慧滨江基础设施建设方
案、大桥绿地方案及建设计划安排、南
段滨江街道空间总体设计导则汇报。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踏勘了杨浦大桥以
东2.7公里公共岸线。 ■记者 张蓓

本报讯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英文简称
SUSAS）媒体通气会上获悉，“2019上
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将于9月底
在杨浦滨江开幕，立足“一江一河”公
共空间开发战略，聚焦“滨水空间为人
类带来美好生活”，通过为期近2个月
的主题展、案例展、联合展和各类公众
活动，结合“百万市民看上海”等文旅
融合策划，向全世界介绍上海近年来
遍布全市的各类滨水空间贯通、品质
提升的建设成就及未来愿景。

本届空间艺术季以原上海船厂
旧址地区（包括船坞和毛麻仓库）作
为主展展场和展馆，以杨浦区滨江南
段 5.5 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从秦皇岛
路至定海路）作为户外公共艺术作品
的延伸展场，空间艺术季首次从室内
展走向室外空间，实现了将公共艺术
作品与城市空间本身的艺术魅力相
结合的愿景。

杨浦滨江拥有 15.5 公里长的黄
浦江岸线，以其丰富的工业建筑遗
存，记载了上海百年市政、百年工业
的城市发展历史，也承载了上海工人
阶级投身建设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红

色记忆，将规划建设为科技创新区，
是上海进入城市更新阶段后最重要
的转型发展区域之一。

目前杨浦大桥以西2.8公里公共
空间已实现贯通并开放，以东 2.7 公
里将于今年9月与艺术季同步对外开
放，一批工业老建筑陆续修缮完成，
部分重现了历史风貌；一批功能性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本次主展主题为“相遇”，意喻本
届艺术季所呈现的人与人的相遇、水
与岸的相遇、艺术与城市空间的相
遇、历史与未来的相遇，将激发更多
美好生活、美好情感的相遇。主展总
策展人由长期致力于艺术振兴区域
经济实践的国际知名艺术家、策展人
北川富朗先生担任，分为“城市空间
艺术”和“规划建筑”两个版块，共同
演绎滨水空间的话题。

“城市空间艺术”版块，将以北川
富朗先生为主，邀请世界各国艺术
家，结合杨浦滨江的历史底蕴、空间
特点和未来展望，在地创作约20件公
共艺术作品留存在5.5公里滨江空间
中，成为滨江空间的艺术焦点。在船
坞和毛麻仓库展区，也将在艺术季期

间，结合“相遇”主题和建筑空间特点
举办艺术展。与此同时，本届空间艺
术季还将提供5个公共艺术品点位，
向世界募集优秀作品，募集遴选出的
优秀作品将有机会永久留存于滨江
空间内。

“规划建筑版”版块策展人由上
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教授
担任。该版块将生动演绎国内外滨
水空间的规划建设理念，综合呈现上
海一江一河建设的成就和未来展望。

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章明将
担任本届空间艺术季总建筑师，对艺
术季重要作品船坞在展期内的再利
用进行整体建筑设计，并会同参与设
计和建设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各建
筑师团队共同完成展场设计。

除了为市民介绍近年来本市优
秀滨水空间建设案例，在地举办市民
活动，本届艺术季将首次探索文旅融
合模式，结合“百万市民看上海”等文
旅融合品牌活动，带领市民共同领略
滨水空间的魅力。联合展将邀请社
会各界自发组织与空间、艺术、城市
更新等相关的公共艺术展和群众文
化活动，在空间艺术季举办期间同步

开展，共同倡导城市空间艺术美。公
众活动（SUSAS 学院）将通过系列论
坛、讲座和文艺演出等公众活动，以
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和空间为载体，为
专业人士提供交流平台，为市民参与
艺术季的创作提供契机。

同时，空间艺术季还将与上海国
际艺术节、市民文化节、上海旅游节
合作，融合“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
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设目
标，以空间艺术季的展场为载体，推
出丰富多彩的市民美育活动，以美好
的空间承载美好的生活。

2015年和2017年，空间艺术季分
别在徐汇西岸飞机库旧址和浦东民生
码头 8 万吨粮仓旧址成功举办了两
届。本届空间艺术季由上海市城市雕
塑委员会主办，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将继续以上
海的城市更新发展阶段为背景，探讨
城市空间话题，进一步促进上海的转
型发展，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
公共空间品质，打造上海城市魅力的
名片，增强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的文化竞争力。 ■记者 张蓓

本报讯 当大陆的水墨电影《牧
童》搭配台湾阿美部落的热情舞
蹈；当桃园姐妹的绿纸伞遇见杨浦
阿姨的青荷叶……4月14日，“两岸
一家亲 共叙姐妹情”2019年沪台基
层社区文化交流演出在黄兴公园
浣纱湖畔的百姓大舞台起舞。

今年是杨浦连续第二年举办该
项活动。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区
委书记李跃旗、市文旅局副局长金雷、
市妇联副主席翁文磊、区委常委程
绣明、副区长李雅平与率团来沪参
加交流演出的台北市议员阙枚莎，
桃园市议员舒翠玲、王仙莲共同浇
灌祝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
赢的“同心树”，拉开交流演出帷幕。

依托广场舞、社区非遗等两岸
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杨浦积
极开展与推动两岸基层文化交流，
市区联手、区台合力，促进两地民
众交流交融，更好地传承推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高靓

上海科创办调研杨浦重点项目

杨浦与玉龙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

修缮历史建筑 做好活化利用 推进品质提升
黄浦江杨浦段滨江综合开发指挥部召开会议李跃旗要求提速提质提气

杨浦滨江9月再开放2.7公里原上海船厂旧址地区作为主展展场和展馆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9月底亮相杨浦滨江

来自两岸基层社区的9个社区文化团队近200名社区表演者，联手献上“台北·阳光·MAM MA漾”“秧歌情”“原住民
很忙”等12个精彩节目。一场美丽的歌舞盛宴与美妙的情感交流，在杨浦相遇相融。

两岸一家亲 共叙姐妹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