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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塘河
■秦演 文

前不久途经军工路，忽然发现
在殷行路桥堍旁新立起一块古色
古香的木牌，上书全文如下：随塘
河 清雍正十年（1732 年），始筑衣
周塘堤岸，挖土筑堤，沿堤形成河
道，因傍衣周塘，故名随塘河。上
海杨浦区建筑和管理委员会。

不知怎的，就这么些短短的文
字，竟勾起了我的乡情和对童年
的缅怀。只觉得心跳有些加快，
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随塘
河的往事宛如泉涌……

记得听我外婆说过，随塘河最
辉煌的时光是在乾隆年代，曾是
一条商贾往来的水上运输线，周
边村镇的居民过端午节时还会在
河里赛龙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读小
学时，河里还常有运输船来往，装
的大多数是建筑材料和粮棉等农
产品，那时候的随塘河水流清澈，
河边的居民在水桥边淘米洗菜，
夏天在河里游泳戏水。

到六十年代，水质尚无明显变
化，河中的鱼虾依然活蹦乱跳，河
边 的 杨 柳 随 风 飘 逸 ，生 机 盎 然 。
夏天，两岸边的河坡上常可看到
跳鱼、螃蜞和河蟹。那些可爱的
小跳鱼稍受惊吓，就会跳过河面，
钻到对面河坡的水草，或螃蜞洞
内躲藏。到了冬天，你也许还能
有幸看到大乌龟背着小乌龟憨态
可掬地在水桥石上晒太阳，倘若
你想靠近它们，它们马上会灵活
地一个跟头翻进水里，让你望石
兴叹。

一年四季，只要你愿意，无论是
垂钓还是罗网都能满载而归。即使
你没捕鱼工具，赤脚下河摸鱼也收
获颇丰，当然空手摸鱼有点难度，但
随塘河的河蚌、蚬子、螺蛳和河蟹的
味道显然不会让你失望。蚬子的外
壳稍作加工，还可削瓜果、土豆、莴
笋等，此类厨房的好帮手，在农家的
灶台上随处可见。

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周边居民
的大量增加，生活污染日趋严重，
更主要的是周边工厂，特别是化
工厂的污染，随塘河的水质日益
恶化，鱼虾明显减少。曾记得在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有一次
海水倒灌，当代人称之谓咸潮，河
中顿时漂浮起许多拼命挣扎的河

鲫鱼，引来许多人用海斗或箩筐
下水捕捉，凡下水者或多或少均
有收益。说明当年至少还有鱼类
顽强地生存着。

记忆中，到了八十年代初，随塘
河里已没鱼虾，连生命力最强的龙
虾，也见不到了。夏天天气再热，也
不会有人下水游泳、洗澡，因为水实
在太脏了。

进入九十年代，随塘河散发着
黑臭，路人经过皆掩鼻而行。在九
十年代中期，政府曾出资整顿过河
道和河坡，由于治标不治本，没有根
本杜绝各类污水源头的排放，随塘
河的水质每况愈下，水中生物几乎
灭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
间，廿年已过去。己亥猪年清明节，
我去共青森林公园踏青赏花，又途
经随塘河旁，眼前景色令我惊艳，一
时不敢相信。

河边竖了河长制的牌子，还有
区市政和水务管理中心的告示牌。
随塘河的水质已明显改善，至少在
军工路以西，殷行路以南，共青森林
公园西侧一段，绝对让人赏心悦
目。河中还养植了一些水中植物，
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对水质有自
净功效。

岸边多处见到垂钓者，看来河
里鱼儿不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钓
鱼者来此地享受钓鱼的乐趣。河边
还有“珍惜生命，严禁嬉水”的告示
牌，看来由于水质的改善，已有游泳
爱好者来此野泳。放到上世纪末，
也不敢下水，当时水实在太脏了

河坡上的海棠花和杨柳，还有
路旁空中的电线倒影清晰映在清
澈的河水中，仿佛在水中嬉戏。

这是随塘河一段比较宽阔的
河段，靠近共青森林西边，我特地
下去走了走。河面上有许多小鱼
游来游去，生机盎然，我的脚步声
惊吵到一些正在觅食的小动物，
有青蛙和蟾蜍，它们扑通扑通地
跳进河里，看来岸边生态环境也
有了很大改善。

连河边的建筑物上，有关单位
也画了漂亮的鱼乐图。三百年河
龄的随塘河返老还童，重焕青春。

杨浦记忆

五角场，几经风雨几经沧桑
■叶基馥 文

人间四月天，春光最明媚。
4月9日，叶辛、李伦新、吴欢章、

简平、刘希涛等上海作家、诗人，参
加了由五角场街道举行的“上海作
家看五角场”采风写作活动。虽然
我不是作家，但有幸参加了这次活
动。跟随着作家们一路观看，一路
采风，“彩蛋”、商厦、创智天地、江湾
体育场，环绕五条道路的商圈，聚集
大批创业者的天地，有着历史沧桑
的场所，一幕幕的现实场景，在眼前
与五角场百年变迁的场景相互交叉
浮现。

五角场曾是“大上海计划”中的
上海市中心，建造了市政府大楼、图
书馆、体育场，1937年因日本悍然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计划夭折，留下几
处建筑，几处路名。在我儿时的脑海
里，五角场与江湾机场连在一起，很

远很远。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五角场，是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那年我大伯
患肺结核住进了叶家花园，也就是
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去医院看望，
必 要 经 过 五 角 场 换 乘 99 路 公 交
车。我从平凉路乘坐 25 路再换乘 8
路公交车，一路颠簸到五角场。当
时给我的感觉是，五角场确实偏
远，商铺也十分简陋，仿佛把我又
带到了务农时曾多次光顾的钱桥、
南桥。

从医院返回五角场，经过一家简
陋的饮食店，我进去后坐在一条长凳
上，叫了一碗阳春面。这面条味道倒
不错，原汁原味，葱香扑鼻，这是初到
五角场给我留下的唯一好印象，至今
记忆犹新。

1988 年我搬迁到中原小区，与
五角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我喜
欢 逛 书 店 。 五 角 场 有 家 新 华 书

店，坐落在淞沪路上，书店的斜对
面就是给我留下好印象的那家饮
食店。那时，那家饮食店还在，五
角场的面貌依旧。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江湾机场关闭，五角场
开发建设摆上了日程，区里也组
建了五开办，但五角场的开发步
履维艰。

不过那时的五角场终于热闹了
许多，书店对面开设了一条用雨棚
搭建的服装街，从淞沪路一直开到
国济路，占据了整条道路，吸引了不
少行人。而最具人气的是晚上的地
摊，每到下午四点，许多个体商贩扛
着大包小包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5
点不到各类摊位已是里三层外三层
地摆开。

人流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
伏。热闹是热闹了，但给人的感觉是
杂乱喧扰，出售的商品鱼龙混杂，各
类骗局也时有发生。与同列为市级

副中心却已崛起的徐家汇形成鲜明
对照。

蜕 变 是 在 进 入 21 世 纪 ，随 着
2004 年朝阳百货大楼的一声爆破巨
响，五角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快车
道。环岛四周的简陋商铺纷纷拆
除，取而代之的是万达商业广场、百
联又一城购物中心、东方商厦（现改
为悠迈生活广场）、苏宁电器广场。
2016年，原翔殷电影院、翔殷邮局等
原址上，又一座漂亮的商厦——上
海合生国际广场隆重开张。这一座
座商厦如同一艘艘扬帆启航的巨
船，气势非凡，颇为壮观。每当夜幕
降临，商厦的辉煌灯光与“彩蛋”的
变幻莫测遥相辉映，勾画出当代

“夜上海”的魅力。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五角场

的变迁，让我感慨万千。祝愿五角
场越变越靓丽，祝愿祖国日益繁荣
昌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九峰山水秀江南
■范正青 文

九峰山水秀江南！春暖花开
时节，我总要为自己的家乡美景大
声喝彩。

九峰山坐落于浙江金华汤溪
镇境内，系仙霞岭山脉中的括苍山
余脉，峰峦有九，故名九峰山，其岩
洞玲珑，峡谷深邃，山泉清洌，飞瀑
闪银，四季奏着独特交响。

九 峰 山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走进九峰山，有一种挡不住的
纯朴的自然美感，正如有诗描写

“南望参差九点峰，青天削出翠芙
蓉”。游客们行走在山间清幽古
道，只见翠竹掩映，春阳射透枝叶
缝隙，光圈跃动在石阶上，斑斑点
点，微风吹拂，婆娑幻影，剪裁成一

幅绝妙的风情画面。
九峰山除了有奇峰异石外，更

有深潭湖泊。三个龙潭夹峙在群
山峡谷之中，波光粼粼，水质纯净，
即取即喝，沁人肺腑。依山傍洞的
九峰禅寺，始建于南朝天监年间，
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因不用椽
瓦而无风雨之虞，能永久巍然屹立
不动，游客慕名而来。

近年来，随着九峰山周围旅
游设施的不断完善，温泉、农家
乐、茶场、民宿等各类配套工程
相继完成，加上道路交通日趋便
捷，九峰山已改变了“锁在深山
无人识”的局面，旅游业越来越
兴旺，人气也越来越鼎盛，“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前景一片
光明。

旅游日记

商榻镇
■魏鸣放 文

当中一河，两边前店后厂，那是
一般江南古镇的格局。

但这里不是。
现在的“镇上”，仅两三条马

路，一条大路，有着两三百米的店
面，再往下，就是五金机电和服装
包装工厂。

其实古镇，在一个村子里面。
往西，几分钟的步程。

从店前街桥右转而下，沿河往
北，就是古镇老街。现在的店前街，
河的两边，都是民居，没有一个店
面。街河边上，泊着十几条水泥船，
有的装着半舱红砖，一直不动，像是
永远等着另外一半。

村子里，舍南舍北皆春水。有
人在门前洗衣洗物。河水青绿，如
同碧玉一般，微微有着一种寒意。
一段段河的对面，屋面都是白色，白
得冷淡。门前摊着小块的菜地，绿
的红的，木柴篱笆或有或无。一个
个水泥台阶，缓缓铺向水中。水中，
聚散着一簇簇窜条鱼。仅一个手指
大小，身子蓝白色，凤尾美丽似剪，
一条条摇荡成漂亮的弧线。

老街中间，好几家屋前，挂着区
级的牌子：鲍氏民居、薛家住宅、孙
氏民宅。

下午或黄昏，许多人坐在桥上
水泥墩上说话。一头，当地人说着
与苏州话相近的吴侬软语。另一
头，是一些外来打工者。

这里，就是商榻古镇。
终于，从市中心东边过来，一路

往西，两个多小时，绕到淀山湖后
面。这里，拥有淀山湖、大渠荡、三
白荡、元荡、洋砂荡等众多水域。

商榻镇原是小村落，古代宋、元
时成为小集市，明初成镇，地处苏
州、上海两地之交。据说，过去商船
只往返于两地，单程就是两天。往
往早上出发，傍晚到此下榻住宿，因
此取名商榻，2004 年这里与西岑、
金泽合并成新的金泽镇。

虽然不再是镇了，但大家还是
这么叫着，地图也这样写着。

近几年，到过所有江南古镇。
周末时，都是人来人往，“挥汗成雨，
比肩继踵”，无不热闹。而在这里，
是一种例外。好几个下午，或晚上，
一个人在村子里游走，从没有遇到
第二位游客。

然而，这里却有着其他江南古
镇所没有的大气回荡。往东，几分
钟行程，急水港大桥，在“镇中心”另
一边。往上走，大桥高高，两边栏杆
上，涂着黄色。人行道，高出三十公
分，宽度仅一米。人在上面站着，走
着，像是在高高台阶上。

急水港，那是通往江苏、浙江和
安徽等省的国家级大航道。

桥上看，一条宽阔的长河，从西
面，周庄古镇那边过来，往东，穿过
大桥，带动一个个平底货船，进入天
下大湖泊，然后转弯，往北，一条条
流向了天际。

回望西面，整个上海方向，如一
抹长影横在天际。

身前身后，来往的大卡车隆隆
而过。隆隆车声，恍若战鼓，一阵阵
动人心魄。

这里，围集了莘塔、芦墟、锦溪、
金泽等古镇，无一不过五到十公里
之近。这里，一块块陆地，与一块块
水面相互交集，陆地像是岛屿，湖面
像是海洋，让你分辨不清到底是谁
包围了谁。

天上水上，飞机和轮船，航行不
用轮子。天上的鸟类，水下的鱼类，
行走不用脚步，它们的每一种行走，
都比我们陆地上的动物，美妙而又
悠然。晚上，大湖上的星星，一个
个，好大好亮。

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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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 日，中华号角
——2019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
乐艺术节开幕式暨管乐表演晚会在
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举行，全场
700名合唱队员与参演乐手共同演
绎了《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等歌曲，共同庆祝即将
迎来的新中国70华诞。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宗明出
席并宣布管乐艺术节开幕。中国
音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宏，
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主席于
海，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杭春芳，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同济大学党
委副书记徐建平，上海财经大学党
委副书记陈宏，上海理工大学党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空军上海
基地参谋长陈晖大校，海军军医大
学政治工作处主任马德茂大校，国
防大学政治学院杨浦教学区政委
李波大校，东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
调度中心政治工作部主任陈先明
大校，长海医院政委吴伟大校，登五
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庄兴岳大校，
区领导李跃旗、谢坚钢、董鑫旺、卢
焱、刘东昌、张宇宝、尼冰、翟骏，管
乐艺术节协办单位上海烟草集团副
总经理唐煦出席。

本届管乐艺术节为期 5 天，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为
主线，管乐嘉年华、大师讲坛、优秀
（交响、行进）管乐团队展演等版块
轮番登场，来自英国、日本、马来西
亚以及国内的近140支管乐团队参
演，其中包括47支来自长三角的管
乐团队，创下历届数量之最，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正在
成为促进长三角区域管乐文化交
流的平台。 ■张蓓

■记者 成佳佳

“原先，我们预计最快也要半个
月才能拿到营业执照，现在不仅从头
到尾只跑了一趟，政府还免费为我们
刻制公章，一分钱都不用花。”5 月 5
日上午九点半，上海同代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何轶收到通知，来到
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拿营业执照。
11点不到，他就领到了企业营业执照
以及5枚公章。而这距离他完成线上
电子签章仅过去了一个工作日。

在“一窗通”服务专区，何轶还免
费领取了法人一证通、税务发票等综
合“大礼包”，实现开办企业全免费，

“作为一家初创型企业，实实在在感
受到了杨浦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
围”。

据了解，原本企业要刻制公章，
需在拿到营业执照后，到公安部门申
请，再找店家自行刻制。今年年初，
长阳创谷园区在全市率先试行全额
补贴公章刻制费用。5 月 5 日起，杨
浦将这项贴心服务由点及面，所有在
杨浦落户注册的企业都能享受到免
费刻制公章的服务。这也是区行政
服务中心自4月8日开设“一窗通”线
下服务专区以来的又一项惠企举措，
政府预计每年投入约240万元为企业
买单，鼓励创新创业。

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杨菊芳介
绍，企业在提交开办申请的第二天，
就能在“一窗通”服务专区免费领取
营业执照、法人一证通、公章、税务发
票等综合“大礼包”。在企业信息公
示、公积金开户、社保开户等自助服

务申报区，还有专人辅助企业申报。
除了在给企业“省钱”上下足功夫，区
行政服务中心还“加速度”简化办事
流程，“按照现在开办企业申请程序
内部流转的效率，我们最快两个小时
就能让企业拿到营业执照”。

近年来，杨浦相继推出了“政银
通”服务、“园区工作站”、人才服务

“无否决”窗口、“税立方”等一系列便
利化改革创新举措。近期，长阳创谷

“创厢工作站”升级版功能上线，汇集
多种智能自助终端设备，实现24小时

“有求必应”，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完
成注册、年报公示、涉税事项等各类

“一网通办”政务事项的办理。区行政
服务大厅推出集人脸识别、扫码器于
一体的智能终端设备，形成身份绑定、
亮证扫码、人脸识别的核验闭环，实现

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产权证等常用
证照纸质材料免交；推出外语翻译官，
通过智能“盒子”，联通英、德、法、日等
多达12个语种的共享翻译官，开启了
政务服务即时翻译新模式。

2018 年杨浦区新设企业超过
7300 户。根据近期杨浦创新创业政
策评价报告显示，企业对政府办事效
率、法治环境、市场准入便利度和服
务型政府四个方面的评价，选择“非
常好”和“较好”的比例均超过 80%，
与前一年相比，双创政策评价指数增
长了 20.1%。据悉，下一步杨浦还将
在简化流程、优化服务、降低成本、完
善监管等方面持续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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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旗：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实效

区委举行季度工作会议谢坚钢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魏伟明邰荀出席
敢于创造善于创新 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新团员集体入团宣誓。 ■记者 王修远 摄

开办企业全免费服务保障全过程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上海一座红色码头的时代变迁本 期
导 读 >>>刊第2版

杨浦服务双创再升级 投放“240万元大礼包”鼓励创新创业

本报讯 5月5日下午，区委举行
季度工作会议。区委书记李跃旗主
持会议并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敢于创
造、善于创新这个杨浦最大的优势，
心无旁骛地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
率先突破，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开拓创新、克难奋
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实
效，不断开创杨浦“三区一基地”建设
新局面。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就做好
下一阶段工作作重点部署。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魏伟明、区政协主席邰荀
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李跃旗指出，要把握好当前和长
远的关系。既要把稳增长摆在重要
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
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举创新
旗、走创新路、打创新牌，主动作为，
奋发有为。要抓好当前稳增长各项
举措实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着
力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
减成本，实实在在提升市场主体的感
受度。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加快相关产业集聚和集
群发展。要抓好长远促转型各项工
作推进。主动承接重大任务，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交付上海三项新的重

大任务，抢抓机遇、奋楫争先。全力
实现产业突破，紧紧围绕市产业地
图明确的杨浦重点产业版块，努力
实现更多突破性的创造，让优势产
业更优、特色产业更特。

李跃旗指出，要把握好发展与民
生的关系。聚焦解决“老小旧”三大难
题。“旧”的方面，要把“心”用到，从讲
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旧改征收工作，设
身处地、将心比心；把“脑”用活，创造
性地推进旧改工作，闯出一条旧改新
路；把“力”用足，话往一处说、劲往一
处使，形成互帮互助、合力推进的良好
氛围。“老”的方面，要进一步注重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养老机构的积极
性，支持鼓励更多老厂房空间资源优
先通过城市更新转型为养老服务设
施，创新养老服务机制，搭建养老信息
服务平台，注重护理队伍建设，做好护
理人员招引、培训、培育等工作。“小”
的方面，要抓紧建设一批托育机构，为
社会力量依法规范举办托育机构开辟
出制度通道；积极创新管理机制和手
段，进一步强化幼教、托幼机构和人员
的事中事后动态监管。

李跃旗指出，要把握好建设和管
理的关系。坚持高起点规划，以更高
的站位、更宽的视野，（下转第3版）

本报讯 5 月 5 日上午，杨浦青
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主题集
会暨杨浦团校建校 30 周年主题活
动在长阳创谷举行。全国改革先锋
于漪老师和首批全国劳模、全国青
年积极分子黄宝妹师傅来到现场，
寄语广大青年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团市委书记王宇，区委书记李跃
旗，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魏伟明，区政协主席邰
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麦碧莲，副区长尼冰等出席。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一年来本
区荣获全国和市级荣誉的近60位优
秀青年和青年集体颁奖；区委党校与
团校签署了青年人才教育培养框架
协议；上海首家区级地方共青团历史
陈列室——杨浦（沪东）共青团简史
陈列室正式亮相，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