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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射雕英雄传》

光影人生

■宋振东 文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农村
老家读书时，由于家乡连年干旱，
麦田又浇不上水，十年九不收，所
以人们种植小麦的积极性不高，一
般每家每户也就在自家的几分自
留地里种植点小麦，好在过年过节
时能够吃上一顿白面馒头。

有一年春天，雨水却特别多，
我家几分自留地里种植的小麦长
势 也 特 别 好 ，籽 粒 饱 满 ，麦 秆 整
齐，等到成熟后，收获和脱粒就成
了大问题。

那时候，我的家乡生产力比较
落 后 ，都 是 用 人 工 收 麦 子 、打 麦
子。人们为了能够多得一点点麦
秸秆，好留着烧火做饭或用来打草
苫子，收麦子时，都是用人工把麦
子连根拔起。拔麦子很是个力气
活，没劲是不行的。那时我长得比
较瘦弱，再加上岁数小，干活很不
顶用，大人都拔两垄麦子到头了，

我才刚拔过一个地边，就是这样还
累得不行。

等把整块地的麦子都拔完后，
再用地排车或小推车运到家里，然
后用铡刀把小麦秸秆的根部切下
来烧火和用来打草苫子，带麦穗的
部分留下来脱粒。

那时候，村里空闲场地少，各
家各户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用人
工打麦子。一年当中，麦收后打麦
子算是每家每户的大事了。首先，
把带部分秸秆的麦穗摊开在自家
院子里暴晒几天，然后用木条和木
棍在麦穗上反复抽打，为了把麦粒
充分打下来，人们都是中午天气最
热的时候开始打麦子，天气越热越
是打麦子的好时机，麦穗晒得越
干，麦粒就越好打。

这样用木条和木棍在麦穗上
反复抽打后，再用小型石头碾子
在 麦 穗 上 反 复 碾 压 。 几 百 斤 重
的 小 型 石 头 碾 子 ，用 人 力 拉 着 ，
在 摊 着 的 麦 穗 上 反 复 转 圈 圈 碾
压。父亲力气大，一个人拉着石
头碾子在麦穗上转圈碾压，我瘦
弱力气小，就和小我两岁的妹妹
两人一组。

顶着炎炎烈日，冒着三十八九

度的高温，拉着石头碾子在麦穗上
转不了几圈，就会热得汗流浃背，
头晕眼花，然后和父亲倒班，回到
屋里歇歇脚，喝几碗放了糖精的甜
味凉开水，一会儿再接着干。

那时 白 糖 冰 糖 很 难 买 到 ，老
百姓也没有钱，只能买点几分钱
一小包的糖精（就是一种人工合
成的甜味剂），拿几粒放到白开水
碗里去去土腥味。这样，经过几
个中午拉着石头碾子对麦穗进行
反复碾压，麦穗上几乎找不到麦
粒了才算罢休。

每年夏天，用木条、木棍打麦
子和用人工拉石头碾子反复转圈
圈碾压打麦子，是我小时候必干的
活计，虽然很热、很累、很辛苦，但
是，我还是很想念、很期盼的。因
为，在那个食物短缺匮乏的年代，
每年只有夏天打麦子和冬天过年
时，家里才会蒸白面馒头、煮咸鸡
蛋，甚至买上半斤猪肉，这些平时
都是很难吃到的好东西。

■郭文 文

在初中一年级的那个阴雨绵
绵的下午，我因忘记带伞，放学后
躲在学校图书馆里避雨。百无聊
赖的我翻看着书架上的书籍，突然
一本封面已经泛黄、书页边角微微
卷起的《射雕英雄传》闯入了我的
视线。

“这书好看吗？”我小心翼翼地
问正在整理书架的管理员阿姨。她
抬起头，眼睛亮亮的，“金庸的武侠
小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肯定好看。
图书馆就这一套，已经传阅好几届
学生了！”

我翻开第一页，立刻被那简洁
有力的文字吸引：“钱塘江浩浩江
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
村边绕过……”不到十分钟，我就完
全沉浸在那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
武侠世界里了。

雨 停 后 ，我 便 借 走 这 本 书 回
家看。

那时的我是个内向又自卑的孩
子，因身材瘦小又戴着厚厚的眼镜，
常被班上几个调皮男生取笑。每天
放学回家，我都要绕远路避开他
们。自从读了《射雕英雄传》，它给
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慰藉。我尤
其喜欢书中郭靖这个角色，他天资
愚钝却勤奋刻苦，最终成为了一代
大侠。这故事，让我看到了希望，也
让我开始模仿郭靖的坚持，每天早
晨提前一小时起床背英语单词；体
育课上不再躲在最后，而是努力完
成每套动作。虽然进步缓慢，但感
受到了成长的快乐。

“你今天又在看那本武侠小说？
作业写完了吗？”母亲推开我的房门，
皱着眉头问道。

“马上就看完了，妈！郭靖正在
跟黄蓉学打狗棒法呢！”我头也不抬
地回答。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回来要是
看见你这样，又该说你了。”

我这才不情愿地合上书，开始写
数学作业。但脑海中全是小说情节，
草稿纸上不知不觉画满的全是武功
招式。

父亲是机械厂的厂长，对我期
望很高。他认为武侠小说都是“不
务正业”，应该多读科普书籍和名
著。因此，每次发现我看《射雕英
雄传》，都会严厉地训斥我。但他
越是禁止，我越是着迷。我把小说
藏在课本下面，在课堂上偷偷阅
读；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
继续看。那套书共有四册，我用了
两个月时间全部读完，然后又从头
开始重读。

初中毕业那年，我鼓起勇气参
加了学校的朗诵比赛。站在台上，
我的双腿发抖，声音发颤。快要放
弃的时候，想起了郭靖第一次面对
黄河四鬼时的场景，他也很害怕。
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朗诵了一
段《射雕英雄传》中的描写，意外获
得了三等奖。也就是那一次，我因
为与这本书相关的事情得到了正
面反馈。

进入高中学业压力骤增，我的成
绩在中游徘徊，父亲对此十分不满。
一个周末的下午，他推开我的房门，
发现我又在看《射雕英雄传》不复习
功课，终于爆发了。

“你看看你的物理成绩，全班倒
数！还有心思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父亲一把夺过书，我惊恐地看着
他将书撕成两半。

我冲上去想抢救，但已经晚了，
撕碎的书页像受伤的鸟的羽毛散落
一地。那一刻，感觉自己的心也被撕
碎了。“从今天起，不准你再看这些没
用的武侠书！”父亲摔门而去，留下我
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起那些破碎的

纸页。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道：

“我恨爸爸，他永远不懂这本书对我
意味着什么。”从那以后，我和父亲
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我
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表面上服从父
亲的安排去学习，但内心充满了叛
逆和痛苦。

高考结束后，我勉强考上了一所
普通大学。填报志愿时，故意选择了
离家远的学校，想逃离那个让我窒息
的家庭环境。离开家那天，父亲想说
什么，但最终只是递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是生活费。我头也不回地上了
火车。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每次通
话也是简短而客套的问候，从不深入
交流。毕业后我在城市里找了工作，
组建了家庭，与父亲的联系更少了。
直到那个深夜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
的生活。“你爸，他走了。”母亲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颤抖着。我握着手机，突
然意识到已经有大半年没回去看望
他们了。

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他书桌
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牛皮
纸包裹。打开后，我的呼吸几乎
停滞——那是一套崭新的《射雕
英雄传》，比我初中时读的那版还
要精美。书页间夹着一张纸条，
上面是父亲工整的字迹：“儿子，
当 年 撕 了 你 的 书 ，是 爸 爸 不 对 。
后来我去书店买了这套，一直想
找机会给你，但总拉不下脸。你
现在过得不错，爸爸很高兴。这
套书就留给你吧，希望你能原谅
爸爸当年的粗暴。”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滴
落在那套崭新的书页上。

原来父亲一直记得，原来他早
就后悔了。我翻开第一册，发现
书页空白处还有许多铅笔写的小
字，是父亲的读书笔记。他在郭
靖刻苦练武的段落旁写道：“我儿
也有这股韧劲”；在黄蓉智斗敌人
的情节旁标注：“聪明，但不如诚
实可贵”……

我 抱 着 那 套 书 ，哭 得 像 个 孩
子。二十年的隔阂，在这一刻突然
显得那么可笑。他一直在尝试理解
我的世界，但只是用了他自己的方
式而已。

现在，这套《射雕英雄传》摆在我
家书房最显眼的位置。我的儿子也
开始对书架上的这本书产生好奇。

“爸爸，这是什么书？”他踮起脚尖想
要拿下来看。

西下的金色夕阳，透过玻璃窗洒
在书架上，那套新版《射雕英雄传》的
书脊熠熠生辉，仿佛在诉说着跨越时
空的故事与情感。

我 把 他 抱 起 来 够 到 那 本 书 ：
“这是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武侠
书，讲的是一个叫郭靖的男孩如
何成长为英雄的故事。”“英雄？
像超人那样吗？”儿子眼睛里亮晶
晶的。

“不完全是。”我翻开书页，指着
扉页上父亲写给我的赠言，又添上了
自己的话，“他一开始很普通，甚至有
点笨，但他善良、勇敢、永不放弃。这
才是真正的英雄。”

“那我能看吗？”
“当然可以。”我把书递给他，“不

过要答应爸爸，看完后告诉我你最喜
欢哪个角色。”

看着儿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书走
向沙发的背影，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
那个在图书馆躲雨的少年。我激动
地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发给了母
亲，附言道，“爸的书，找到了最好的
传人！”

有些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它们换
了一种方式继续被讲述，被传承，被
铭记。

世相百态

偶遇
■竹天 文

那天去韬奋纪念馆，穿过车水
马龙的重庆南路，走进万宜坊——
这片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法式建筑
小区，仿佛落入一个宁静世界。

幽长弄堂两旁矗立的独立联
体别墅屋顶被双折坡红瓦覆盖，顶
端老虎窗倾斜向外，外墙面是米黄
色水泥浆拉毛，犹如吸音板一般将
世间尘嚣隔离在外。

登阶入室，走入邹韬奋先生这
位优秀新闻出版家曾经居住过的
家，不免打量四周陈设，正当我定
睛细观，楼梯上响起噔噔脚步声，
一位斯文的年轻人疾步而下，“陈
老师您好！”他似乎朝我这里打招
呼。我的身后立即响起轻声问候，

“老师您好！”
我侧身让步，回头看到进门小

院台阶上站着两位女士。一位清
瘦秀丽，穿着一件白色薄外套，下
身一条浅黄色的裤子。尽管戴着
一顶遮阳帽，眉眼间浮起的浅笑让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不是燕子
姐姐吗？”我脱口而出。站在她身
旁的一位女士点头示意。

“燕子姐姐您好！”她颔首微微
一 笑 。“ 我 是 看 着 您 的 节 目 长 大
的。”自觉有点唐突，但还是抑制
不住激动的心情。

“很高兴你还记得我。”善解人
意的燕子姐姐哈哈一笑，美丽的丹
凤眼略微上扬，泛起淡淡浅纹。

燕子姐姐在馆长的陪伴下参
观展陈。而我的思绪一路飘回上
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电视节目占主
导地位的时代。温文雅致的燕子
姐姐是当仁不让的上海电视台节
目主持人台柱子。她的主持风格
亲切舒服，一颦一笑赏心悦目。时
尚大方的她还曾出演了不少电影
——《邮缘》、《烦恼的喜事》……我
也几乎是一部也不落。此后随着
她结婚生女赴美发展，逐渐淡出影

视圈。
不一会儿，我又幸运地与她在

小院门口见面,我不由地又向她打
了一个招呼。她莞尔一笑，仿佛看
透了我的心事，爽快地说：“很高
兴 在 这 里 又 见 面, 让 我 们 合 张 影
吧。”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连
声说：“太好了！”

幽长的小巷里阳光煦暖，小院
桂花树静静地伫立在一角。在馆
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和她在韬
奋纪念馆门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目送着她挺拔颀长的背影渐
行渐远，那轻快有力的步履宛如三
十多年前初见她走上舞台的时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
来到现场！”

也 许 今 天 又 是 她 的 一 次 出
场，虽然她已是花甲之年,但没有
老态。

未曾想三十多年后，竟然在这
里遇见儿时的偶像。有时候幸福
就是这样不期而遇，好像在历史拐
角处轻轻摇响了记忆的风铃，让人
恍若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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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国际禁毒日主题
宣传活动在杨浦滨江举行

本报讯“青春无毒 申城有光”
2025年上海市“6·26”国际禁毒日主
题宣传活动6月26日在杨浦滨江举
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
明，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亚宏出
席，并为“守沪者杯”毒品预防特色
节目评选活动获奖代表颁奖。市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磊、区委书记
薛侃出席活动并致辞。

“守沪者杯”评选活动自今年2月
启动以来，各区围绕“防范青少年药
物滥用”这一主题，积极探索创新宣
传视角，打造“可看、可听、可感”的沉
浸式宣传教育体验。当日现场，来自
各区的基层干警、禁毒志愿者、青少
年学生们通过情景剧、武术、歌舞表
演等形式，生动诠释年轻一代自觉抵
制毒品侵害的决心与信念。

为进一步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
氛围，活动倡议全市各方聚焦禁毒
宣传重点，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不断
拓展宣传阵地，深入开展宣传动员，
切实将禁毒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
凝聚起全民禁毒的强大合力，不断
推动上海禁毒工作取得新胜利。

市公安局副局长柳国青，市教
委副主任刘玉祥，市卫健委副主任
狄建忠，上海海关缉私局局长王
巍，市禁毒办主任周国庆，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陆志斌，副区长、区
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雷，区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朝晖，区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康强参加。

■ 宋玥

数智赋能培训月启动
本报讯 6月25日，杨浦启动为

期一个月的“AI数智赋能主题培训
月”活动，合力打造城市数智治理
的“杨浦样板”。区委副书记周嵘
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区内各委办局
及各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据悉，杨浦区“1235”城市治理
运行体系建设正有序推进，其架构
包括“1”个坚实的数据能力底座、

“2”级区、街道联动的智治体系、
“3”网（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
办公）协同，以及“5”大领域（数字
党建、数字政务、数字治理、数字经
济、数字民生）的应用场景。

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显著成
效，“边建设、边使用”的原则得到
有效落实。在数据支撑方面，已为
各部门及街道提供 575 个共享接
口服务，累计调用量超 2.59 亿次，
支撑了 93 个应用场景建设。在政
务协同方面，“随申办·政务云”平
台注册用户超 6000 人，激活率达
98.95%。在城市管理方面，“一网
统管”平台已接入各类视频 1.85
万余路，汇聚物联感知设备 3.8 万
余台。作为全市两个试点区之
一，杨浦在基层报表“只报一次”
改革中取得突破，综合减负率达
到 72.6%，切实为基层松绑。

为确保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
性，区数据局和区城运中心对课
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将利用“午间
半小时”，通过“随申办”政务云
APP，陆续开展 10 场专题视频培
训，内容涵盖人工智能、数据要素
流动、政务协同办公等各方面。

■沈莹

杨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暨“一线工作法”成果总结活动举行

打造更多“家门口的幸福工程”
薛侃实地调研了解“多格合一”和社区治理工作推进情况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坚
持党建引领推进“多格合一”各项工
作要求，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6
月25日下午，区委书记薛侃结合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
入街道、居民区实地调研了解“多格
合一”和社区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区
委副书记周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秦丽萍参加。

长海路街道党建引领“多格合
一”综合治理平台通过打破条块数据
壁垒，设计开发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
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等多个应用场景，
推动实现基层治理全域可视、风险隐
患全域可控、民生需求全域响应。薛
侃来到街道，详细了解该平台的运行
情况，并指出，要进一步做深“党建引
领”，做实“多格合一”，让数据跑腿、
群众省心，使应用平台真正成为基层

治理的“智慧大脑”。他还叮嘱街道
要进一步发挥区街联动效应，强化数
据分析与挖掘能力，打造针对性更
强、匹配度更高、运转速度更快的应
用平台，为精准解决群众诉求、提升
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位于靖宇南路99弄16号的控江路
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组织生活
室、书记工作室、治理议事厅、儿童之家
等功能区域，为25个居民区、680余家市
场主体及新兴领域群体，提供党组织关
系转接、党员教育、政策咨询、场地共享
等一站式服务。薛侃来到中心，实地了
解中心的功能设置和管理运营情况，走
进设在中心内的街道第一综合网格工作
站，与部分居民区书记互动交流、分享基
层治理案例。“很多工作办法思路，都是
从基层治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希望你
们再接再厉，大家一起把家园建设得更

好。”薛侃指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凝
聚党心民心的重要阵地，也是基层治理
工作的重要支撑，要不断创新服务理念
和方式方法，进一步团结社会各界力量，
推动建立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
献、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霍新居民区是一个集商品房、售
后房、老公房于一体的混合型居民区，
区域内项目施工、美丽家园建设、物业
治理等任务繁重。薛侃来到霍新居委
会，与现场的居委干部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居委会管辖范围、人员配备、组织
管理以及目前存在的治理难题等情
况，向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慰
问，感谢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并希望大
家高度重视居民的合理需求，加强与
各方的沟通协调，把各项工作做好做
细，最大限度提升居民生活体验。

薛侃指出，基层治理关乎民生、

连接民心，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牢
牢把握全面推进党建引领网格治理
目标方向，积极推动“多格合一”基层
治理创新，进一步促进条条协同、条块
联动、政社互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相关部门单位要积极推动“多格合一”
从平台建设转向效能跃升，针对物业
治理、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痛点问
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服务群众放在首位，以深入实
际、深入群众的躬身实践，让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突
出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搭建多元系统
合作治理平台，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用好党群服务中
心等阵地，打造更多“家门口的幸福工
程”，让“多格合一”的基层实践在杨浦

“遍地开花”。 ■记者 宋玥

山海情深共答卷沪滇协作启新程
周海鹰率杨浦区代表团赴云南学习考察，签订2025年东西部协作协议

■围绕“对口地区所需、杨浦所能、群众所盼”，坚决扛起责任，不断完善机制，奋力再创佳绩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总结

“一线工作法”开展20周年实践成果，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杨浦区举行“一线‘杨’帆 启新同
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
年暨“一线工作法”20周年工作成果
总结活动。

区委书记薛侃、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程绣明、区政协主席邰荀、区委副
书记周嵘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域化
党建联建单位代表、“老杨树宣讲汇”
成员代表以及区各有关单位负责同
志齐聚一堂，共忆奋斗历程、共话治
理经验、共启发展新程。

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年初心如
磐。从2005年的探索启航，到如今成

为杨浦党员干部的精神标识和工作
法宝，“一线工作法”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杨浦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推
动发展的前行之路。

现场，薛侃与区域单位代表共同
启动2025年区域化党建联建重点任
务。未来，这些合作项目将为杨浦深
化“一线工作法”、推动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程绣明、邰荀、周嵘与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秦丽萍为“YOUNG 小
虎”党员先锋队授旗。活动现场，象
征着“一线工作法”二十年风雨兼程、
砥砺奋进的“路程之灯”同时点亮。

周嵘在致辞中表示，20 年前，为
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有效化解民生
难题，“一线工作法”以破竹之势孕育
而生。这20年间，杨浦始终把“一线

工作法”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
场”，取得一系列丰硕实践成果，不仅
让“一线工作法”成为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的金字招牌，也让杨浦更具人情
味、更有烟火气。面向未来，杨浦将
持续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四下基层”
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持续深耕人民
城市理念、激发创新发展动能、夯实
基层治理根基、锻造队伍综合能力，
把社区的民生温度、数字经济的创新
活力、区域合作的智慧碰撞转化为杨
浦人民城市建设的前进动能，共同构
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
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在实践成果交流环节，来自区房
管局、区科经委、江浦路街道、五角场
街道的一线党员代表，分别以《城市

更新 杨浦更“Young”》《“两个五分之
一”的跨越——全域创新绘就杨“数”
浦新图景》《将“一线”牢记 谱“出圈”
新篇》《用好一线工作法 见证蝶变大
学路》为题，分享了在城市更新、基层
治理、经济发展等领域运用“一线工
作法”破解难题的实践，生动展现杨
浦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扎实成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杨浦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让“一线工作法”在新时代基层
治理中焕发更强劲的生命力，奋力在
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征程中书写更多

“人民至上”的生动答卷，为上海“五个
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杨浦力量。

区领导尼冰、陆志斌、包蕾、李
颖、申向军、王浩、吴雷、明依、康强
参加。 ■记者 封辰霏

一线“杨”帆 启新同行

本报讯 6 月 23 日至 27 日，区委
副书记、区长周海鹰率杨浦区代表团
赴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永胜县、宁
蒗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开展学习考
察。期间，代表团先后会见了丽江市
委书记浦虹，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刚，丽江市副市长杨耀军，迪庆州
委副书记、州长张卫东，迪庆州委副
书记许思思，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林
浩，并走进产业基地、乡镇村落、学校
医院等，察看产业发展，了解项目进
展，倾听群众心声，深化协作机制，全
力推动对口协作工作走深走实。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东西
部协作联席会议上，周海鹰对丽江市
玉龙县、永胜县、宁蒗县以及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表示

由衷的高兴，向各对口地区长期以来
对杨浦的关心支持和对援滇干部人
才的培养照顾表示诚挚的感谢。

周海鹰表示，杨浦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
重要指示要求，以及考察云南时重要
讲话精神，继续围绕“对口地区所需、
杨浦所能、群众所盼”，坚决扛起责
任，不断完善机制，奋力再创佳绩。
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发挥杨浦在企
业、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立足各
市县资源禀赋，强化产业协作，促进
产销对接，加快项目建设，推动文旅
升级，更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进一步回应民生所盼，紧
扣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就业等的

期待诉求，持续深化医教协作、劳务
协作等，让广大群众直接受益、广泛
受益、长期受益。

浦虹说，杨浦区各级各界对丽江
倾注真情实意、投入真金白银，在项
目帮扶、产业协作、消费帮扶、人才帮
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丽江各项
事业全面进步注入了强劲动力。当
前，丽江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调研丽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世界文化旅游
名城、乡村振兴示范区、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做“优”古城、
做“美”玉龙、做“活”永胜、做“强”华
坪、做“特”宁蒗，加快发展文化旅游、
特色农业、绿色工业、生物医药、新兴
产业。希望杨浦区与丽江市持续深

化两地全方位协作，在文旅合作、园
区共建、丽品入沪、人才引进、项目谋
划等方面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不断
拓展交流合作新空间，携手在服务全
国大局中实现更大发展。

许思思表示，近年来香格里拉市
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教育民生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两地干部的
共同努力，更得益于杨浦区一直以来
的倾力帮扶和关心。自两地结对帮
扶以来，携手并肩团结奋斗，心更近，
情更深，意更浓。接下来香格里拉市
将进一步与杨浦区通力合作，把协作
帮扶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发展机
遇，用好每一笔帮扶资金，抓好每一
个帮扶项目的落实，高质量推动各项
工作提质增效。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