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智慧

生活故事

■周彭庚 文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的俗语，已不太适应今天的穿衣
潮流，但它在那个倡导俭朴的年代，
却是深入人心，家家践行。

父亲是缝纫生产合作社的老师
傅，专门干衣服的修修补补，如大改
小、旧翻新、裤管加长以及袖管肘
部、膝盖、臀部处加厚等杂七杂八的
活儿。

当时的穿衣观念是整洁大方，
强调“鞋不露趾，衣不露体”，衣服旧
些没人耻笑，破破拉拉就会被人看
不上眼。但在缝纫业流行这么一句
话：宁做新的，不改旧的。一是修修
改改，做不了成衣，显不出本事；二
是修补改旧，细碎、繁琐，远没有做
新的干脆爽手。父亲却安心“缝缝
补补”的活儿，一直干到退休，而且
做出了小名气，退休时还有人联名
挽留他呢。

父亲是用“心”缝补衣服的。那
时候，小孩都是散养的，衣服裤子
剐破是常有的事。父亲接到这样
的活儿，不是一补了之，而是在缝
实之后，再用准备好的“彩花贴”缝
贴上去。不仅看不出破损，“蝴蝶”

“蜗牛”“花朵”等图案还增添了乐

趣。孩子们自然更喜欢穿了。十
几岁的男孩，腿长得特别快，刚穿
没多久的裤子，就成了“吊脚裤”。
家长送来这样的裤子，父亲总要问
问孩子的性格——爱说爱动的，就
用色差大的布拼接一段，更显活
泼；文静内向的，就用色彩相近的，
不显张扬。对成年人呢，则尽可能
地选用色差最接近的布，用最细密
的针脚缝缀，把补的“疤痕”压缩得
最小，不至于太过引人注意。虽然
在那个时代，穿补丁衣服，不会有
人大惊小怪，更不会指指点点，但
也无须特别引人注意。

父亲高超的缝补手艺，吸引了很
多顾客。他的案板上，常年堆积着待
缝补的衣服。春末夏初，是一个小忙
季。夏天人们常穿的薄汗衫，后背和
前胸部分极易破损，而两只短短的袖
管和下半截常是完好的，让人实在是

“弃之不忍，穿之不雅”。父亲能让它
们重新“焕发青春”——换上新的后
背和前胸，就能照穿不误。买一件新
汗衫，要一元五角左右，还要布票，而
如此修补一下，只需要五六毛钱。故
而，父亲总是应接不暇。

秋末冬初，又是一个大忙季。
棉毛衫只是领口、袖口和后背等部
分易坏，剪掉破的，换上新的，花费

不多，照样能穿得舒舒服服。此时
的忙，还多了一个“帽子翻新”。中
山装加呢帽，是那时上自头面人物，
下至平民百姓，在比较庄重的场合，
如开会、婚庆等的标配穿着。只是
呢帽有个缺点，极易褪色变旧，父亲
跟妙手回春的医生一样，给旧帽动
动“手术”，就能使其焕然一新。不
过，这是个极费工夫的细致活儿。
首先，要把帽子拆开，把残留的线头
拈干净，反过来烫平，最难拆的是帽
子圆顶沿边压实的一圈线，既要一
针不留把线拆光，又不能把与线缝
仅一二毫米的布料拆坏。一旦拆
坏，就要做“赔匠”了。“拆帽”活儿通
常是我们姐弟几个来做。我们总是
全神贯注，瞪大眼睛，手握锋利的小
刀，极小心地慢慢移动，划断缝线，
但不碰到布料。

我后来常想，我在学习、工作中
的精心、细心、耐心，大约就是在拆帽
子中养成的吧。拆好后，父亲按原样
缝制，很快，一只帽顶平整、帽壁平
滑、帽箍圆正、帽檐挺括、色泽鲜亮的
新帽子就完工了。已完全看不出，这
是焕发第二春的“翻新”帽。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多年，他干的
工作——缝缝补补，早已“关门歇
业”，无人问津。但在我心里，对“缝
缝补补”却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想，我们虽然不必模仿“补衣”的行
动，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
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精神，还是
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缝缝补补凭匠心

黄苇鳽 ■许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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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购物

岁月悠悠

■周建 文

我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五十
年代，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供货渠
道单一，物资供应紧缺，许多商品供
不应求。购物大都要凭票证，就是有
票也时常断货，即使到货也往往需费
心费力排队才能买到。

紧俏商品凭票计划供应，有的
分大、小户发放，家庭 5 人及以上为
大户，其余则为小户，供应商品量
不同；也有按人头发放，各类票证
繁多，有肉票、鱼票、粮票、油票、糖
票、布票、肥皂票、香烟票、纺织品
券……有些商品还需购粮证、日用
品购货卡等。

那年代，大部分商品散装零卖，
母亲时常叫我拿着空瓶零拷烧菜用
的黄酒、豆油、酱油等。盛满黄酒的
大桶里，有容量大小不等的酒提子，
小到一提子二两，大到一提子一
斤。营业员按购买量装满酒提子，
通过漏斗倒入顾客空瓶。装油的称
为油提子，还有酱油提子等，就连洗
发精、护发素以及润肤的雪花膏也
需自带瓶零拷。盐和糖都是营业员
忙里偷闲按一斤、半斤称重，分別装
在纸糊的袋中，便于零售。母亲不
定期给我 2 分零花钱，1 分钱可买 1
粒硬糖或2根陈皮条。

那年代，全套家具也是要拆开零
卖的。同事告诉我，他七十年代结
婚，买家具是计划供应，凭结婚证购
买“五件套”家具，即：大橱、五斗橱、
床、床头柜和方桌。由于商店货源
不足，无法一次买齐全套家具。商
店进什么家具就卖什么，购买后在
卡上记录在案。顾客向商店询问下
次供货日期，如期到商店购买第二
件……直至全部买齐，由于每批次
销售的家具油漆存在色差，以至于
家中整套家具颜色深浅不一，连款
式也各有不同。

那时布店里人头攒动，因配给
的布票非常有限，人们为买到自己
心仪的布反复挑选。售货方式更是
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进入布店，抬
头见一根根钢丝上的铁夹子在空中
飞来飞去，煞是有趣，人们称为“钢
丝收银”。

两米多高的总收银台格外引人
注目，收银员居高临下端坐在椅子
上，其头顶上方的一根根钢丝分别延
伸至店内四面八方，每一位营业员柜
台上方都有一根。营业员手持一米
长的直尺，丈量出顾客需购布料尺

寸，用裁缝剪刀裁下。每做一笔生
意，将收据与顾客付款、布票夹在穿
入钢丝中的铁夹子，用力掷向收银
员，随着吱溜一声响，铁夹子在钢丝
上滑动，瞬间送达收银总台。收银员
取下收据与钱款，收据盖章连同找零
后钱款夹在铁夹子上，掷回该营业
员，零钱与收据一并交顾客后交易完
毕。由于营业员的铁夹子是从低向
高处掷出，时常因用力不够，铁夹子
滑行滞留在半空中不上不下，此时需
要立即拿起事先备好的衣叉，对着铁
夹子使劲捅向收银台。

上世纪 60 年代末，布店收银台
装上小马达，用电动的方式来回传送
铁夹。营业员按下一旁的电源开关
后，仅几秒钟，铁夹子就传送到高处
收银台，既省力又便捷。

妻子会做衣服，成家时买了台
缝纫机，所以我俩经常逛布店，每次
去特别留意卖零头布的柜台。柜台
里放着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布，都
是整匹布卖剩下后大小不一的零头
布，我们时常能淘到不少价廉物美
的布，每片零头布都不大，可为日后
出生的孩子准备着。

买米也挺有意思的，购买时除了
人民币外，还需粮票与购粮证，三者
缺一不可。粮票按每人定量计划供
应，城镇户口居民成人定量每人每月
25斤，重体力工作者额度高一些，未
成年人减量。粮食有粳米与籼米之
分，每人每月定量供应 8 斤粳米，其
余为籼米与面粉。

粮店内有一个硕大的木制漏斗，
一头大一头小，顶部大口约六七十公
分见方，从店内高处向斜下方延伸穿
墙而过向外凸出，露出二十来公分
见方的漏斗小口，粮店师傅收取钱
款、粮票后，在购粮证上记录购买数
量，米称重后对窗外大叫一声：“米
袋撑好”，购买者闻言取出自带的米
袋，对准漏斗小口张开套住，粮店师
傅将米倒入漏斗大口，米进入漏斗
顺势从斜下方墙外露出的漏斗小口
流出，进入购买者撑开口的米袋里，
扎紧米袋口便可走人。偶尔买米者
一个疏忽，米袋口没完全对准漏斗
口，米顷刻间洒了一地，一阵手忙脚
乱，尴尬场面难以收拾。

如今实体店与网店并存，各类票
证早已取消，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
著提高，市场繁荣，物资供应品种极
其丰富，应有尽有，人们随心所欲挑
选自己喜欢的商品。今非昔比，真可
以说是此一时彼一时！

■任炽越 文

那年，去欧州某国，下午在一小
镇上的一家铺子里挑选工艺品。我
对几只玻璃铃铛产生了兴趣，五十多
岁的店主非常热情，拿岀了大小不一
的十多个玻璃铃铛让我挑选，最终我
挑选了一大一小两只。店主用盒子
仔细放好，四周帮我垫上了防震的泡
沫，临走时还送了我一只陶瓷的小铃
铛，说让我留作纪念。当我们走出小
铺子时，店主微笑着与我们道别，随
即关上了小铺子的门。那天正好是
周末，小镇上的许多店铺都纷纷打烊
了，四处游荡的旅游者只好去还开着
的几家咖啡馆闲坐。我问陪我们的
兼职导游留学生小许，他们为啥放着
钱不赚啊？小许说，欧州人的生活比
较安然，他们觉得钱是挣不完的，周
末就是他们应该休息的时候，为周日

的度假作些准备。特别是一些小镇
上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理念就是，优
闲的生活才是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有一次，与朋友餐叙，其中有
几位“跑马”发烧友。问起跑马拉松
的技巧，他们像开了锅，七嘴八舌说
了许多。一位资深跑者总结了几点，
让我印象颇深。他说马拉松运动员
除了体力、技巧等诸多因素，比赛时
最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咬定目标，
保持体力，全程匀速前进，最后的胜
利必定是你的。

其实，人生也是一场马拉松，目
标不是一时的输赢。在这场旅程中，
不应着急，踏准节奏，保持良好心态，
让生命匀速前进吧。或许，有时生活
还会按下暂停键，就是为了警示你，
重蓄充沛精力，继续向着目标前进，
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也请尽享人生
的欢乐。

■陈茂生 文

活泼可爱的孙女三岁，吃喝拉撒
让全家上心更开心，乃至“倒便便”成
了“捧金蛋”，一面说“真臭臭”一面抢
着去；老妻慨然一笑：以后谁来管我
们进进出出那点事？

细想也是。人之初，“进进出
出”都需旁人鼎力扶持。刚出生的
孩子自然没得选也没法选，身软如
泥只会用哭声表达情绪，“今天吃多
了一口，便便颜色……”通常是初为
人母人父交流的主要话题。当老之
将至气如游丝了，无论以往有多少
腔调、多强能力，此时连“独怆然而
涕下”也是奢望；查房医生倒是最关
心进了多少出了多少？彼时，生存
与尊严只得交由别人“打理”。君不

见，老人几无声息地躺在留观病床，
全靠护工照料，或许会有这么一个
场景，俩中年人领着儿子和准媳妇
进来“还好吗？蛮好的，听医生，会
好的……阿拉走了”全程自导自演
自问自答，周围陪客默默看着而后
飘然一句“进门出门不到五分钟。”
毕竟旭日东升与日薄西山，运动方
向不同就会有各种选择，只要满足
基本医疗需求，法理尺度以内有选
择自由，兼道德考量辅助决策。

以前有民谚说“生小孩是一只
脚踏到棺材里”，说的是生育风险相
当高；如今医疗水平高了，报载长三
角地区产妇婴的健康指标国内领先
且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并驾齐驱，产
科手术室前绝少呜咽。“月嫂”工资
更是比肩大公司高管，还得细声细

气地耐心伺候好了；即便如此，“金
牌”月嫂也不一定能约得上。同样
擦身喂饭在医院就叫“护工”，有一
对一与一对多之分。前者是价高的
VIP 专属服务，后者要应付 3－4 个
病人，若不能及时到位，家属还请多
担待点。当然，即便一对一的工资，
相比月嫂仍有相当差距。

尚不会言语的婴儿像个“红皮
小老鼠”，饿了哭，便了更哭，但“一
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地滋润起
来，说照顾襁褓中宝宝“累并快乐”
肯定不是矫情；而生活不能自理的
中老年人有个专有名词“失能”，陪
护的身累居次，心累尤甚；也有彻底
放手的，把医保卡交在护工手上，语
词恳切“孩子小实在没空……”转身
没了踪影。以生死检验亲情友情人
情寡情确实不堪，但个中曲直难以
言尽。

唐 代 韩 愈 说“ 生 者 养 而 死 者
藏”。进进出出的“人世间”味道大
不同。

意犹未尽

进进出出“人世间”

让生命匀速前行
Y A N G P U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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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6 日，区委书记
谢坚钢与华为上海代表处总经理董
刚一行座谈交流。副区长赵亮，华为
上海代表处政企业务总经理刘正宝、
上海杨浦区总经理童远山等参加。

谢坚钢祝贺华为公司近年来获
得的快速发展和上半年取得的增长
业绩，并表示，华为公司是中国民族
创新企业的代表，杨浦有着百年工
业、百年大学、百年市政“三个百年”的
深厚历史底蕴，近年来坚持“三区联
动、三城融合”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
条从“工业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

“创新杨浦”的转型发展之路。杨浦与
华为气质相近、特质相合，欢迎华为
参与和助力杨浦建设发展，期待双方
在区企校资源共享、“两张网”建设、
双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深入交
流、加强合作，杨浦将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推动实现区企合作共赢。

董刚介绍了华为公司上半年经
营情况，以及上海代表处聚焦数字
政府建设、企业数字化转型、运营商
精品网络构建等板块，在新基建、

“两张网”建设、信创软硬件产品开
发等方面的业务开展情况，希望发
挥双方资源优势，与杨浦在人才培
养、多行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建
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杨浦“三区
一基地”建设。 ■张蓓

本报讯 8月7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薛侃深入调研本区养老服务机
构，副区长李雅平参加。

薛侃实地走访了五角场街道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上海欣益养老
院及欣益睦邻小厨、上海杨浦区社会
福利院，了解养老服务供给情况。在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睦邻小厨”
助餐点调研中，薛侃向正在休闲、就
餐的老人询问住养和就餐环境、餐食
安全等细节，要求区民政局、街道把
养老实事项目办实办好，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中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点、
考虑更加周到一点，让老年人住得
安心、吃得放心、环境舒心，并逐步
扩大服务领域范围，增强服务周边
社区能力。在社会福利院的调研中，
薛侃查看了居住环境、娱乐场所、医
疗供给，听取了福利院建设运营情
况，并慰问了一线为老服务人员。

调研中，薛侃指出，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化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围绕

“9073”养老模式，在加大养老机构、
养老床位投入同时，更多关注和满足
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在
履行政府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的同
时，积极打通“堵点”“痛点”，充分激
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积极性，
提供高质量供给，满足多样化需求，
加快建立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升级。

就加强杨浦养老服务队伍和
机构建设，薛侃强调，要关心关爱
一线为老服务人员，努力造就并稳
固一支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的人
才队伍，打造更多具有杨浦特色的
养老服务品牌，持续提升养老服务
水平。 ■傅新

本报讯 今年 3 月落户杨浦区长
阳创谷的上海快卜新能源科技公司
是一家锂电池储充检运营和电池大
数据平台综合服务企业。在今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提出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后，基于政府
政策大力扶持以及自身技术的不断
突破，快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快速
成长。

公司副总经理费谦介绍，截至
目前，已在长阳创谷等地建成 11 个
储充检城市示范站点和快充站点，
在长阳创谷站点开业后的100天，快
卜的充电总度数已突破 30 万度，相
当于一辆新能源汽车行驶 180 万公
里。“接下来，我们将以杨浦区新凤
城小区为杨浦首个充电示范小区，
开展社区有序快充服务，打造智慧
社区、智慧停车、智能充电的综合服
务平台”费谦说。

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新经济蓬

勃兴起，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
疫情后产业复苏升级带来了重要机
遇。8 月 5 日，《杨浦区积极发力数
字新基建培育在线新经济打造发展
新高地的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杨浦
将积极捕捉行业发展新机遇，拓展
企业发展新空间，加大支持新兴产
业发展力度。

《行动计划》聚焦11个重点领域，
提出 1 项行动目标和 5 项落实举措。
聚焦新基建和在线新经济，杨浦将力
争在2022年实现“一、十、百、千、万”
五大类发展目标：打造一个以在线新
经济为核心，集平台、技术、应用于一
体的“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围绕“新
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
落地十个市级示范引领项目，并争取
纳入市“十四五”规划或“新基建”重
大工程安排；围绕在线新经济、新基
建的产业链条，引进、培育百余家具
有硬核技术、高贡献、高成长的企业；
紧抓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挖掘杨浦优势基础，推动在线经济相
关产业冲刺千亿级规模；鼓励企业

“上云用数赋智”，全面推动区域企业
数字化转型，实现万家企业上云。

杨浦在线新经济有着深厚基础
和优势。疫情期间，杨浦在线新经济
逆势飞扬，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29.6%。区科委
主任肖菁介绍，杨浦集聚了科技型中
小企业近8000家，高新技术企业742
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43家，培育
出哔哩哔哩、小红书科技、达达集团
等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的在线新
经济头部类企业。目前区内在线新
经济企业有 561 家，总产值近 700 亿
元。近年来，杨浦区还集中打造了一
批“老工业转型+新经济集聚”的载
体，取得了初步成效，再加上拥有创
新人才集聚的特点，发展在线新经济
可谓独具优势。

在杨浦区，类似快卜这样呈现爆
发式增长的在线新经济企业还有许

多。为进一步培育在线新经济，《行
动计划》中透露，杨浦将促进工业互
联网发展；推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
在线医疗模式；提升在线金融服务能
级；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推进新零售
模式发展；大力发展新型移动出行；
加快发展在线研发设计。

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是发展在
线新经济的重要支撑。杨浦同时积
极开展5G网络建设，截至今年6月，
累计已建5G宏基站1044个，并建成
了全国首个 NGB-W 新型城域物联
专网。为促进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
今年6月，杨浦区科委调研上海联通
南方产业基地，与上海联通智能制造
事业部、上海联通北区分公司，研究
谋划上海联通工业互联网创新服务
园示范基地建设。6月30日，经区政
府同意，区科委印发了《关于杨浦区
促进“新基建”建设开展新能源充
（换）电设施示范应用的实施方案》。

■记者 张蓓 见习记者 戎磊

本报讯 8月7日，“涓汇成流——
第十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杨浦巡
展”在杨浦滨江明华糖仓开幕。

“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被列入
市委、市政府发布的“上海文化”品
牌建设规划项目，同时也是上海市
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友城建设的重
点文化交流项目。

开幕活动中，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
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土耳其共和国等驻沪总领事
馆代表、外国机构参展艺术家代表，
共同在独具中国特色的竹简上，为
杨浦滨江巡展留言祝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上海校友
会与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上海艺术品博物馆签署战略合
作备忘录，合作各方将围绕工业设
计、建筑景观设计和文旅产业发展
等方面，加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

巡展将持续至8月22日。市民
可通过“上海艺术品博物馆”沪游码
预约，限流免费参观。

■见习记者 戎磊

杨浦与华为在区企校资源
共享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区领导调研养老服务机构

杨浦发力数字新基建 培育在线新经济
力争在2022年实现打造“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全面推动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次杨浦滨江巡展展出近百件传统艺术展
品，其中，世界各国的艺术作品有50件，分别来自
17个国家；中国的艺术作品有50件，包括来自杨
浦区的香囊、花样剪纸、面塑、布艺画、麦秆画等一
批非遗作品。

第十届国际传统艺术
邀请展杨浦巡展开幕

本报讯 8月7日，区委书记谢坚钢
带队赴上海家化商贸有限公司和上
海海王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走访
调研，副区长赵亮参加。区委办公
室、区委研究室、区投资促进办、新江
湾城街道相关负责人陪同。

在上海家化商贸有限公司，谢坚钢
听取了企业经营情况及今后发展方
向的介绍，针对企业提出的产业政策
扶持、业务整合等问题，要求相关部
门认真跟进、积极对接。他表示，上
海家化为中国日化市场创造了多个

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喜爱。希望政
企双方保持紧密联系和协作，区相关
部门将全力以赴为企业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助力企业在品牌创新提升和
销售渠道进阶等方面持续发展，不断
开拓新业绩。

上海家化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
日化企业之一，旗下拥有“佰草集”

“六神”“美加净”等品牌。家化商贸
是上海家化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
以来始终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广泛吸
纳科研人才，与国内外尖端科研机构

开展了多方面的战略合作。
在上海海王医疗器械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在杨浦成立
三年来的经营发展情况以及未来规
划，并感谢区相关部门和街道对于企
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谢坚钢表
示，海王医疗集团在自身快速发展的
基础上，着力打造医疗器械流通服务
生态体系，吸引了多家伙伴企业落
地，为杨浦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针对企业在人才引进和培
养、参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意

愿，谢坚钢一一予以回应，并要求区
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掌
握企业现实诉求，切实做好服务工
作，全力推动企业发展壮大。

上海海王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3 月落户杨浦，并陆续
在杨浦成立了8家关联企业，致力于
打造医疗企业生态圈。三年来，企
业将医疗器械和技术服务作为重点
发展方向，面向不同的市场扩大营
销网络范围，在医疗器械领域实现
了快速发展。 ■记者 张蓓

区领导走访企业助推创新提升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