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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昌 文

午觉醒来，吃上两片西瓜，爽口
醒脑。

那些年，吃西瓜对普通人家来说
谈不上是件奢侈的事，但每天能吃上
西瓜肯定是奢望。

那时经济拮据，物质匮乏，货源
紧张，西瓜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盛
夏时节，即使是富裕人家想吃西瓜，

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弄堂小店
偶尔来了一车西瓜，常常引来几十人
的排队。

所谓的一车也仅是一辆黄鱼车
载着一筐装满西瓜的竹箩筐而已，
根本满足不了一弄堂人的需求。有
的水果店在玻璃罩内放着切好的西
瓜，那不是随便可买的，要有医生开
具的高热急诊证明，方能买到半个
或四分之一个。我家十几口人仅靠

父亲一人的收入，经济拮据的生活
水平，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西瓜已
是期盼。这期盼也仅是一小片而
已，一只西瓜要十几人分享呢。只
有偶尔来了客人，父母用西瓜招待，
大哥大姐们只能“礼让”我们这些

“小巴辣子”三分。
那些年，一只西瓜可谓物尽其

用。吃完瓜瓤，主妇们会将瓜皮刨
去外层硬皮，留下嫩绿色的瓜皮肉，
用盐腌制后，下锅爆炒几下，再加些
咸菜，就成一碗美味的佐餐。这其
中虽有贪其性凉味甘、清热消暑之
功效，也不乏能省下一些菜钿。所
以，对于主妇们来说，买到一只薄皮

西瓜，并非是一件完美的事。吃完
西瓜，瓜籽也是不能随意丢弃的，洗
洗干净，晒晒干燥，那是为过年准备
的年货。

那些年，还有卖西瓜瓤的，那是
食品厂为了做西瓜酱而委托水果店
做的生意。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
也曾经在复兴中路瑞金二路口的水
果店参加过由学校组织的挖瓜瓤劳
动，也由此知道了西瓜酱是由西瓜
皮制成的而非西瓜瓤。还有堂吃西
瓜 的 ，那 是 为 留 种 西 瓜 收 集 瓜 籽
的。这类西瓜一般质量上乘，当然
价格也不菲。

那些年，西瓜是时令性水果，

只有夏天才能品尝。只是到了上
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
流通领域的开放，到了冬季，有了
海南岛来的西瓜。但瓜的甜度、水
份、口感都不如时令西瓜。记得某
年春节期间，在一个水果摊看到，
小黑板上写着“海南西瓜，包熟包
甜”。可在摊位旁，一顾客拿着已
经剖开、几近白色瓜瓤的西瓜正与
摊主交涉。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吃西瓜已
经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对
那些年的人来说，对西瓜的期盼，
回味记忆中西瓜的不同吃法，因生
活清贫，而格外满足。

■周彭庚 文

说话直爽的人见过不少，但直爽
到如此程度的，还是第一次见识。

妻子因施行股骨头置换手术，住
进骨科病房 3 床。我陪同她进病房

“报到”时，2 床已悠闲地斜倚在被子
上。“欢迎，欢迎。”嗓音颇响，极显“地
主”的热情。

大约是看到妻子凝重而带忧虑的
神色吧，她又开口了：“哎，我吃过好几
次‘刀鱼’了，没什么可怕的。进了医
院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医生了，随他
处置吧，大不了下不了手术台。”这是
给害怕手术的人宽慰还是添加压力和
思想负担？

正在我们不知回什么好时，1 床
来了。阵势不小。一个老人拄着拐
杖走在前面，虽有些颤颤巍巍，但身
板挺直；旁边那个搀扶他的女的，脸
色白净，皱纹不多，头发乌黑，但明显
是染过的，身材略微发福，猛一下看
不出年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
人，紧随其后。

“噫，不是只允许一个家属进病区
病房陪护吗？”2床发出了疑问。

“哦，我们是在本医院工作的。”中
年男人解释。“哦，近水楼台，特权。”2

床似在自语，又似在指责。“对不起，我
们马上就走。”两个中年人搀扶着老人
退出了病房。

2 床没停嘴，对着留下来的 1 床
说：“不是我说你啊，你可不够孝顺。”

“哦？你哪儿看出来啦？”1 床惊
讶，但声音平静。

2 床说出了理由：“你来住个院，
为什么还要让你这么大年纪的老父
亲送？”

1床“扑哧”笑了：“他是我丈夫。”
“什么？你丈夫？你们是老夫少

妻呀！他多大，你多大？”2 床虽判断
失误，但仍没停下“追击”。

“他94，我75。”1床坦然地回答。
2 床还停留在自己的思路里：

“那么，是他喜新厌旧，停妻再娶呢，
还是你攀高枝，傍大款呢？”听着这
尖锐且无理的话，我很担心她们会
吵起来。

但 1 床挺大度，仍是轻言慢语：
“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原配。他是从战
火中走过来的革命战士，负过多次伤，
身上至今还留有‘战争纪念品’三块弹
片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在休养
所里。我敬慕这样的英雄，愿意照顾
他一辈子。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你真高尚。”我
感到她的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弯弯
绕的言外之意。大概1床跟我的理解
差不多，淡淡地一笑：“谢谢。”

但 2 床实在是个嘴停不住的人，
她把头转向了我妻子：“小妹，你今年

多大啊？”妻子刚才已见识了2床的铜
牙铁嘴，大概不想招惹，只是极简单地
回答：“70 。”

“什么？你 70？我今天怎么啦，
尽看走眼。我本来还以为我是‘老大’
呢，谁知只是个‘小三’。”她的话引得
病房里的人一起笑起来。

妻子忍不住好奇，问：“那你今年
多大呀？”妻子竟模仿起2床的语气。

“唉，我才65呢。”
听到 2 床说“65”，我才注意地

看了看她。胖胖的身体，粗粗的脖
子 ，大 大 的 头 ，头 发 黑 白 相 间 ，灰
棕相错，或直或卷，或耸或伏，“天
然去雕饰”，就像懒惰的画家几年
没洗过的调色板，斑斑驳驳。她看
上去确实比现今一些同龄大妈沧
桑得多。

2 床 的 电 话 、视 频 也 特 别 多 。
不知是不是耳朵不好，接听时她总
是 打 开“ 免 提 ”，与 病 房 的 人“ 共
享”。别看她说话挺冲，人缘却不
错。刚住进院，尚未动手术，问候
的就一个接一个。有约吃饭的，有
约 k 歌的，甚至有约旅游的，我就不
明白了，一个腿脚不方便的，带着
去旅游，该是多大的“累赘”啊，但
朋友们就愿意带着她去，这该是多
重的情谊啊。

她后来接的一个电话，让我理
解了。

“喂，韩姐，告诉你一个喜讯，101
室签字啦，加装电梯有希望了。还是

你有本事啊，做通了工作。”对方的话
中溢满了喜气。

“好，好，好！”2床一连3个“好”，
一声比一声响。

我揣摩，假如不是斜倚在床上，她
一定会跳起来的。确实，像她这样靠
轮椅进出的人，太需要加装电梯了。

我也替她高兴，问：“你家住几楼
啊？”“底楼，101室。”她的回答一下子
让我有些懵了：“你住一楼？”“是呀。”

“101室？刚才你朋友不是说101室才
签字？”“哦，那是63号，我住33号。我
们楼道早就装好了。”

“那……让你去做工作？”我字斟
句酌，唯恐撞到她的枪口上。“你是说
我多管闲事，对吧？”她的判断确实
准，我就是有此意，一个腿脚不便的
人，为别人家的事跑来跑去，费嘴费
舌，多累啊！

想不到她的“回击”却很温和：
“告诉你吧，我是爱管闲事。‘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是‘自由主义’，是应该
反对的。这可是我们那时候都认真
读过的吧。”

“对，对。我背得滚瓜烂熟。”
“那是‘读书的巨人，行动的矮

子’。”她紧跟着补上这句话，用“那”
而没用“你”，还算对我留情。

我赶紧转移话题：“你是怎么做通
101室的工作的？”

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骂’了
他一顿。”

“骂？”我不大敢相信，能把人

骂“通”。
“ 告诉你吧，我只说了几句话。

我说‘邻居好，赛金宝’，你把‘金宝’丢
了，这是‘捡芝麻丢西瓜’，你不是戆
吗？你就保证以后不要邻居们帮忙？
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小块天地，是近
视眼，夜盲症，小鸡肚肠。能帮人时不
肯帮，就是冷血动物。”

“那他没跟你吵起来？”
“你以为我是没脑子？我是‘见

什么人说什么话’，针对性强着呢。要
不然，我能成为小区‘优秀调解员’！
101 不就被我骂醒了，签了字吧？”她
很为得意。这一番高论，听得我大为
佩服——多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啊！

而最后一天的事，更令我对 2 床
刮目相看。

2 床是医院常客，颇有“临床经
验”，早早就预定了回家的救护车，也
提醒过我们，但我们没放在心上。待
到当天预订时，已排到下午 4 点以
后。而 1 床准备到浦东一家护理院
继续治疗，去的路程要近 2 个小时。
2 床不待 1 床开口，说：“我 8 点钟的
车，先送你们，我下午 4 点回去。”紧
跟着她手一挥，一如既往地豪爽：“就
这么定了。”

临行时，三个人还建了个微信
群，群名就叫“病房三友”，群主嘛，自
然是微信名为“韩大嘴”的 2 床。她
解释说，本想取名“韩大姐”，点错了，
将错就错，就叫“韩大嘴”吧，“挺适合
我的”。

夏日忆趣
■方鸿儒 文

赤日炎炎似火烧，我在家里孵
空调，上上网，写写稿，不由得忆起
童年度夏时的种种童趣、野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笔者随
父母从长宁的兆丰新邨迁居到当
时的乡下塘桥老屋。生活环境的
遽然改变，使我很快跌打滚爬成了
与农家孩子为伍的“野孩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头的孩子
是真“自由”，真开心。

所谓的“暑假作业”不过是薄
薄的一本意思意思的练习册，花上
三五天便可将其涂抹完。余下漫
长的假日，便是属于自己的快乐好
时光，疯玩了。

那时，父母上班，孩子“散养”。
盛夏酷暑对贪玩的孩子来说

不但不可怕，且正可享受唯有夏季
才有的各种玩乐游戏。

晨 曦 微 露 ，在 老 屋 中 的 竹 榻
上汗流浃背地睡一夜，睡眼惺忪
地起来，端着一把竹椅在屋前纳
凉，呼吸着屋外新鲜而凉爽的空
气 ，聆 听 着 树 丛 中 鸣 蝉 一 声 声

“热死了，热死了”的清脆而悦耳
的叫声，便驱走了闷热夏夜带来
的疲惫。

简 单 胡 乱 地 吃 完 早 饭 ，相 熟
的小伙伴便会不约而同聚拢于屋
前的树荫下，下棋或打牌，争执与
输赢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快乐
与友情。

打牌是小赌赌，赌的不是弹子
就是香烟牌子。或许因为我的手
气不错，赢了不少弹子。但最终还
是被“望子成龙”的父亲全扔到老
屋前的河浜里去了，让童年的我难
受了好几天。

乡下的孩子一到夏天最喜欢
玩的莫过于抓蟋蟀和粘知了了。
当年笔者居住的塘桥乡下还有许
多坟墱头，是蟋蟀最佳藏身之地。
坟墱头上杂草丛生，有一种叫不出
名的藤上长着刺的野草，一不小心
脚上皮肤便会划出血痕。但因为
抓蟋蟀，也顾不得疼痛了。听得蟋
蟀叫声，便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
见其虫影，用丝网罩住即可。

抓来蟋蟀后，小伙伴们便在空
旷的场地上斗蟋蟀。蟋蟀在盆中
搏斗撕咬，一旁观战的我们也呐喊
呼叫，极其兴奋刺激。

粘 知 了 要 用 废 橡 胶 和 松 香 ，
先在煤球炉上熔化，再将其调和，
便很有黏性了。然后找一根长竹
竿，提个笼子就行。因为当年并
未有“高温红色预警”，在烈日下
粘知了，我曾“野”到手臂被毒辣
的阳光暴晒到蜕皮，而毫无灼伤的
感觉。

笔者当年所居住的老屋门前

有一条宽十余米的直通黄浦江的
小河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
我的泳技无师自通。那时到河浜
野泳叫“汰冷水浴”。我从狗刨式
到侧泳、自由泳、仰泳全学会了。
夏季一到，乘着潮涨，每天必跳入
河浜汰冷水浴，顺流逆水，来回游
上几圈。那可真是一项相当过瘾
却又不费分文的健身运动。

夏日的夜晚，对孩子们最有诱
惑力的便是看露天电影了。电影
海报刚贴出，孩子们便切切地盼着
这一天的到来。电影是在塘桥小
学操场上放映的。票价很是便宜，
仅五分一张。

当年我家兄妹七人，家中经济
拮据。记得那晚放映的是《五更
寒》。我苦苦哀求母亲，索讨五分
钱而不得，只能失落而呆呆地看着
别人家的大人孩子拿着自备凳椅，
嘻嘻哈哈地朝学校走去。

是的，每代人的心中都有自己
对童年时最美丽、最有趣的夏日记
忆，但在我便是感谢大自然的格外
恩赐。

烈日、潮水、鸣蝉、蟋蟀，还有
田间的瓜果，夜晚的纺织娘、萤火
虫……大自然这个最好的老师，让
我的童年闪烁着“金色”光华。

岁月悠悠

西瓜的陈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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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坚钢薛侃现场指挥应对台风“烟花”并实地检查防御情况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区运行安全

在本次防汛防台工作中，区城运中心将智能场景赋能防汛工作，基于城运平台的微卡口、道路面以及部分隧道、下立
交等视频数据，开发易积水点、重点河道等视频图层展示功能；利用融合通信系统的单兵平台，调试完善视频点名功能，首
次在防汛工作中通过单兵方式对街道防汛值班进行工作部署和信息反馈。 ■记者 王歆瑜

本报讯 杨浦区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复评会日前召
开。区委书记谢坚钢出席并讲话，
区领导邓小冬、程绣明、陆奕绎、王
晓诚、刘东昌、陈志康、王朝晖、康强
参加。市委教育整顿工作第二指导
组副组长陈耀鑫到会指导。

会议讨论审议了本区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回头看”专题报告，以及
区委政法委和区政法各单位教育整
顿“回头看”自查报告。

谢坚钢指出，区政法各单位思
想高度重视，把市委指导组反馈问
题的整改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
实做好整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下一步，要以更严的纪律要求、
更高的规范标准、更大的执纪力度，
坚决整治顽瘴痼疾，营造杨浦“向阳
而生、光明坦荡”的政治生态，为杨
浦加快“四高城区”建设保驾护航。

要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学
习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
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为教育整顿
的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引导全区广
大政法干警学深悟透其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进
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弘扬建党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真正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坚决捍
卫者、自觉实践者，不断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动全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完成整
改任务。认真对标对表中央第六督
导组和市委第二指导组反馈的问
题，通过“回头看”对教育整顿再检
视、再监督、再发力。对目前尚未完
成的整改任务要加快销号、彻底整
治，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条条改到位。紧抓案件线索和顽瘴
痼疾两个关键，不断巩固线索办理
工作质效，持续抓好顽瘴痼疾整治，
再做一次无死角的“大检查”、无禁
区的“大扫除”，在确保清仓见底基
础上深入排查深层次问题，不断建
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

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运用整
改成果。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
头看”为契机，把教育整顿激发出来
的政治热情和高昂士气，转化为忠
诚履职担当、维护安全稳定的动力，
有力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社会
治安风险、重大矛盾风险、公共安全
风险，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集中推出一批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便民利民措施，将群
众的满意度作为工作的评判标准，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办到群众
急需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张蓓

杨浦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回头看”复评会召开

“夏令热线”里杨浦人反映的问题整改得如何了？

杨浦12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集体揭牌

本报讯 受今年第 6 号台风“烟
花”影响，杨浦区防汛指挥部于 7 月
24日20时启动防台风避险转移安置
工作。截至当晚 22 时 30 分，转移安
置危房简屋内人员、地下空间内人
员、建设工地人员等7000余人。

7 月 25 日，区委书记谢坚钢，区
委副书记、区长薛侃先后前往区防汛
指挥部、区城运中心（总值班室），详
细了解城区运行和台风防御应对措
施落实情况，现场指挥开展应急处
置。区委常委、副区长周海鹰，副区
长徐建华参加。

谢坚钢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委李强书记要
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放在第一位，全力打赢应对“烟花”
攻坚战。区防汛指挥部、区城运中心
（总值班室）要保持高度警觉、确保信
息畅通、高效协同调度，各部门、各街
道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责任落实、
强化应急处置，全区上下形成强大合
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抓实
抓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区运行安全。

随后，谢坚钢顶风冒雨来到杨树
浦港泵闸，察看河道水位，了解泵闸
运行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干
部职工。他指出，要根据市防汛指挥

部的统一部署，加强泵闸运行维护，
及时下降内河水位，预留蓄水空间，切
实保障河道安全。要督促沿江企业、
商铺落实停业停产要求，加强防汛墙

和防汛设施的检查维护，加强人员值
守巡护，保障滨江公共空间和市民群
众安全。要及时处置停水停电、市民
家中进水、小区及道路积水、树木倒

伏、建筑物外墙及店招店牌脱落等问
题，尽快恢复市民群众正常生产生
活。区建设交通、交警等部门要积极
应对工作日早晚高峰，（下转第4版）

本报讯 7月23日，杨浦区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队集体揭牌仪式暨城管
综合执法改革推进会举行。市城管
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志虎，区委
书记谢坚钢，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
副区长李雅平、徐建华参加。

徐志虎、谢坚钢为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揭牌。徐建华主持并介绍城
管综合执法改革背景、内容及要求。

徐志虎指出，近年来杨浦城管执
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执法
为着力点、补齐治理短板，以规范为
生命线、确保依法行政，以创新为动
力源、提高执法效能，统筹推进城区
精细化治理、城管数字化转型、队伍
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12个街道综合执法队的揭牌，标
志着杨浦城管综合行政执法迎来体
制新格局。杨浦城管要顺应体制新
变化、形成系统新合力、抢抓历史新
机遇，在城管创新转型发展新征程上
担当作为、砥砺前行，为杨浦“四高城
区”建设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要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全面落实加强街道乡镇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要求。认清方向，坚定不移
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深刻认识改
革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的主要
任务，系统推进改革落地见效，确保
改革平稳有效推进。统筹协调，坚韧
不拔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履行队伍统
筹管理、执法监督指导、全面协调关

系等职责，构建条块协作体制新格
局，真正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有监督”。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推
动街道乡镇综合执法各项要求落地，
开展正面宣传引导、加强实施组织保
障、共同研究解决问题，为全市打造
街道执法体制改革新样板。

要推动创新转型，全面完成2021
年工作目标任务。坚持制度创新，重
在体现系统性、创造性，落实重大复
杂案件会商、执法建议书等制度，确
保执法规范公正；创新队伍培训方
式、勤务模式、监督手段，以执法制度
化创新牵引队伍规范化建设。坚持
数字化转型，重在实现科学化、智能
化，创造性开发非现场执法、分类分

级管控、“双随机、一公开”等数字化
应用新场景，全面推动思维数字化转
型、流程革命性重塑、系统迭代性升
级，在城市精细化治理中释放数字能
量。坚持精细治理，重在提升获得
感、满意度，立足杨浦新老城区二元
结构特点，聚焦沿街商户、住宅小区、
建筑工地等问题多发区，聚焦进博会
保障、“一江一河”治理等重点区域，
提升城区治理精细化水平和市民群
众获得感、满意度。

薛侃指出，近年来在市城管执
法局的关心指导下，杨浦城管以提
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为目
标，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规范
执法，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7 月 21 日上午，区委副
书记、区长薛侃做客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 2021“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
目。在五角场街道城运中心，薛侃
接听市民来电，倾听群众呼声，并通
过城运中心平台大屏，现场协调相
关部门，统筹实施有效治理，切实解
决民生难题。

针对去年夏令热线反映的问题，
薛侃连线记者回访。在随后的直播
中，薛侃继续接听市民来电。节目
后，薛侃赴延吉东路555弄小区、同济
新村小区等现场调研，推进相关问题
整改，及时回应市民关切。

老旧小区“花式”占车位
“谁先到家谁先停？”延吉东路555

弄、557弄老小区停车位稀缺，居民“花
式”占车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延吉新村
街道联合城管中队、物业公司、居委会
和环卫公司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正
全力清理整顿占据车位的各类堆物。

下一步，街道将聚焦“停车难”问
题，立足标本兼治，多措并举确保常
态长效。一是进一步压实物业公司
主体责任。建立小区停车难综合整
治工作小组，形成街道、居委会、物业

公司联动机制，加强日常管理和固守
巡查，充分运用网格探头等技术手段
动态掌握车位使用情况，发现违规问
题第一时间加以整顿处置。与物业
公司签订目标责任书，将该项管理纳
入年度物业公司绩效考核。二是加
强集中清理整治。加强联动联勤，组
织房办、物业、城管、职能部门、居委
等部门定期开展小区环境集中整治，
包括清理乱堆物、整治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乱停放、拆除地锁等。计划每周
保持一到两次的清理频率，持续到8
月底，形成高压态势。三是完善居民
自治管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三驾

马车”作用，积极做好居民沟通和引
导工作，发动居委会、居民、业委会、
物业公司和社会力量等相关各方共
同参与停车治理。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引导制定小区居民停车自治管理
公约，培育公民规则意识，倡导文明
停车、睦邻秩序新风。

杨树浦路道路坑洼、扬
尘严重

市民反映，杨树浦路路面坑洼，
扬尘严重，道路标识标线不清。

杨树浦路作为滨江区域唯一可
通行大型车辆的通道，（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