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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为留校学子送新春“文化套餐”

呼吁大家爱鸟护鸟保护环境

■■图片由阳德青提供图片由阳德青提供

“医生职业首先是奉献”

庞丰机电自主研发的“高可靠性的微机制动控制单元”

被认定为上海市专利新产品

本周回暖 最高气温或达17℃
持续多日的空气污染宣布结束

复旦“鸟哥”四年来拍摄“百鸟图”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环境监测
中心发布“空气质量好转提醒”：当
前本市空气质量已明显好转，当前7
时 PM2.5 小时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
米，解除 23 日发布的污染提醒。持
续多日的空气污染宣布结束，被重
度污染笼罩的周末，终于在新一周
的第一天恢复到“优”的空气质量。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专家表
示，可以认为从1月21日开始的这轮
污染基本结束，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风向转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
的偏东风，另一方面，25日启动的高
污染减排措施，使污染物浓度有所
下降。

经过早晨的短暂低温后，昨日
中午期间的气温就达到11℃。接下
来几天将持续回暖，直到本周后半
期，才会再次降温。 预计今日受高
空槽东移影响，本市云系增多，周中
后期由于暖湿气流活跃，周四、周五

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周二开始气
温回暖较明显，最低气温将上升到5
至7℃左右，最高气温可能会逐步上
升到 15 至 17℃。不过回暖比较短
暂，周后期最高气温又将降至 10℃
以下。近期气温起伏较大，气象专
家提醒市民还需注意及时调整着
装，以防感冒。

与此同时，专家也指出，由于当
前正处在上海空气质量污染高发
期，虽然短时期内不会再出现像本
轮污染这样严重的情况，但空气质
量超标污染还是会发生，目前掌握
的资料数据显示，本周上半周污染
物浓度还有可能上升，只是污染程
度不会这么严重。 ■宗禾

本报讯 今年寒假期间，将有近
300 位同济学子留守校园。记者从
同济大学助学服务中心了解到，学
校将以“暖暖同济情·青春中国梦”
为主题，向留校学子赠送新春礼包
和“中国梦”主题文化套餐，让他们
度过一个温馨、充实、有意义的新春
佳节。

赠新春礼包，传递浓浓关爱
一个价值500元的红包、一张面

值50元的电话卡、温馨年夜饭、大年
初一到初三的餐券、电影票、高雅艺
术欣赏门票……今年每位留校的同
济学子都将收到这样一份充满温情
的新春礼包。

同济校方介绍，小年夜，留校学
生将团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学
苑饮食广场餐厅，共同享用丰盛、温
馨的年夜饭。期间，还将举行猜灯
谜、对春联等互动游戏，为同学们带
去节日的欢乐。每位同学还将给远
方的家人邮寄明信片，传递对亲人
的一片思念。

学校将在“易班”学生互动社区
上开设“2013 年同济大学寒假留校
学生班级”，供留校学生进行网上交
流。助学服务中心还特意开通了
2013 年春节留校学生飞信专号，寒
假期间如遇任何困难，学生都可以
通过此号联系到相关老师。

考虑到一些留校学生还需自主
解决部分生活费用，学校助学服务
中心勤工助学办公室将继续利用多
方资源，为留校学生提供校内和校
外周边约130个勤工助学岗位。

记者了解到，同济大学此前已
为 498 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了
共计7.64万元的路费，帮助同学们踏
上返乡归途，回家过年。

备文化套餐，共享“中国梦”
此次，留校学子每人还将获赠

一份特别礼物——大型图书《复兴
之路》上中下全三册。“我们希望同
学们通过阅读这套图书，聆听到百
年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助学服务中
心老师说。这也是同济大学为留校
学子精心备下的“中国梦”主题文化
套餐之一。

“ 请 问 您 有 着 什 么 样 的 中 国
梦？”留校的同济学子将带着这一问
题，走进基层社区、周边农村、建设
工地等，聆听基层劳动者、建设者对

“我的中国梦”的看法，采撷普通劳
动者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憧
憬。所有的调研成果将在“易班”上
进行分享。

大年初一至初三，留校学子将
在同济大学生活动中心展示厅收看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复兴之路》。寒
假期间，学校还将组织同学们参观
国歌纪念馆、宋庆龄故居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以及创智天地等产业园
区，让他们在新旧变化中，感悟中华
民族的复兴之路。

此外，留校学子还将走进宝山
区金色晚年敬老院，陪老人做游戏、
聊天、联欢；为控江、四平等周边社
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义务家教，
在服务他人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
义的春节。 ■黄艾娇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唯有有心人捕捉到了它们的足迹。
近日，一位复旦教师将自己4年来在
校园中拍到的80种野鸟照片分享在
网上，立刻引来围观者无数，“百鸟
图”让大家纷纷感叹，“从来不知道校
园里能看到那么多不同的野鸟！”

不过，被大家戏称为“鸟哥”的拍
摄者阳德青却对生态环境保护倍感
忧心，相较于前两年，2012年他所拍
摄到的野鸟种类已显著减少，他呼吁
大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自制“百鸟图”惊艳校园
“我在复旦待了 7 年，从来不知

道学校里有那么多种鸟！”今年研三
的小冯看了一张名为《复旦百鸟贺新
年》的图片后，震撼之情难以平复，无
数次在校园的绿地上晨读，他却从未
留意过身边的飞鸟。

近日，当复旦计算机学院教师阳
德青将四年来在校园中所拍到的野
鸟照片制成“百鸟图”上传至微博时，
如小冯一般的惊艳者络绎不绝，大家
因此戏称阳德青为“鸟哥”。

记者看到，这张图片中集聚了80
种不同种类的野鸟，有的停留在枝头
休憩，有的则振翅飞翔于蓝天，还有
些水鸟正在池塘中悠闲前行……高
度清晰的照片中可见不同野鸟斑斓
的羽毛颜色，甚至是它们不同的姿态
和表情，着实惹人喜爱。

为方便“外行们”识别照片中的鸟
类，阳德青特地将每张照片中的野鸟
中文名称标注在下面，其中既有如

“八哥、黄雀、黑水鸡、苍鹰”等为大众
熟悉的品种，也有如“雉鸡、鹰鸮、扇
尾沙锥、普通鵟”等听来极其陌生的名
字，对比着看，不失为一堂“观鸟课”。

“有没有绣眼？我昨天在枫林看
到一只，体形很小，好像是绣眼，在吃
花蜜”、“这些鸟在哪里可以拍到
呢？”……“百鸟图”也许并不罕见，但
这幅出自校园中的图片集成却让很
多人大开眼界，不少复旦学生和观鸟
者希望跟随阳德青一起去拍鸟，还有
不少人为校园的环境之美感叹不已。

四年拍摄追逐鸟踪
“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以前常

去拍花花草草，2009 年开始拍摄野
鸟。”阳德青告诉记者，拍摄野鸟对摄
影器材的要求相对较高，在配备了长
焦镜头后，他开始捕捉校园野鸟的踪
影。每到周末，如果天气晴好，他就
带上机器去“蹲点”，独自一人寻觅飞
鸟的踪迹。

因为住所靠近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也因为校内的绿化带植被和池
塘、小河较多，阳德青这张“百鸟图”
中绝大部分照片都出自江湾校区，很
多人难以相信竟有如此多种类的野
鸟聚集。阳德青对此解释道，“我拍
了 4 年，春秋季的迁徙候鸟尤多，但

往往只作短暂停留，此外因为我对鸟
类的生活习性略有研究，比较了解不
同鸟类喜欢栖息的地方，以及出现概
率大的时段等。”阳德青告诉记者，拍
鸟需要经验和耐心，有时需要长时间
守候，有时需要缓慢接近，有时则要
迅速抓拍，还要仔细观察天气状况。

作为爱鸟一族，阳德青还加入了
上海野鸟会，有时会和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起去远郊的湿地、公园等地观
鸟，“有时有朋友来复旦拍鸟，我会做
个向导，毕竟比较熟悉地形。”

“能拍摄到那么多种野鸟，说明
环境确实还是不错的。”阳德青告诉
记者，在80种野鸟中，极为少见的品
种如鹰鸮的停留能够反映生态环境
的状况。

呼吁网友保护野鸟
阳德青坦言，环境保护依旧形势

严峻。从自己拍摄到的野鸟来看，
2012年的种类和数量已比前两年减
少，而这也与不少观鸟者的感受相同。

阳德青分析，候鸟迁徙时，喜欢
选择大片滩涂和林地停留，如果都是
高楼大厦，仅有一座孤岛式的“绿
洲”，栖息的概率并不高。“随着城市
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楼平地而起，给
予野鸟的空间相对就在减少。”为此，
他呼吁网友们爱鸟护鸟，保护环境。

“希望这些影像不要成为它们最后的
影像！” ■宗禾

■记者 毛信慧 应沈漪

本报讯“医生职业首先是奉
献”，在 1 月 24 日举行的“加强软实
力，迎接新挑战——走近院士”系列
讲座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重点
学科肿瘤学学科带头人、著名肝癌
专家汤钊猷院士这样告诉在场的医
务工作者们。

讲座上，汤钊猷与本区一线优
秀医生代表，卫生系统党政领导干
部、各届人士代表等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畅谈当今医务工作者应“如何
增强自身软实力”、“如何迎接新时
期新挑战”等话题。

汤钊猷强调，当今医学要融汇

东西方思维的精髓，形成中国特色
的医学体系，走中国特色的创新之
路。他指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首先要有奉献精神，在工作中不断
提高自己的医德、医风、学风。汤院
士还表示，要注重培养辩证思维，辩
证思维是创新的基础，尤其在临床
医学中存在大量值得辩证思考的问
题。

最后，汤钊猷还与听众分享了
自己在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他建
议医务工作者要学会劳逸结合，培
养一定的爱好，这样才能保持高效
率的工作状态，并不断把自己培养
成拥有“勇敢拼搏、不怕困难、持之
以恒”精神的人。

本报讯《2012 年度上海市专利
新产品认定目录》结果日前揭晓，同
济科技园企业上海庞丰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高可靠性的微机制动
控制单元”被认定为市专利新产品。

上海庞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6年5月，依托同济大学制动

技术研究所进行微机控制直通电空
制动系统的产业化。公司定位于国
内城市轨道车辆制动系统领域，专注
于城市轨道车辆制动系统及其零部
件的研发和生产，公司拥有由国内著
名轨道交通制动专家吴萌岭教授为
首的博士、硕士组成的科研团队。

目前公司研发的制动系统已得
到广泛应用，如上海地铁一号线制动
系统、上海低速磁浮车制动系统、高
速列车风阻制动系统、科技部“十一
五”计划《新型磁浮式轨道巡检车集
成研究与关键设备研制》项目（高速
磁浮）等。 ■柯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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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味道
■狄火勤

寒风掠过北窗
拍打着悬挂的块条
腊肉香肠正值妙龄
一点点透出醉人的深红
鱼鸭一律敞开胸怀
让风味慢慢地发酵

北风呼叫着飞跑
一路留下话：
冬天，要有冬天的味道

雪花吻着灯笼
琢磨着雪人的小红帽
老汉的烈酒、孩童的烟花
天涯游子的一声报到
在滚热的汤圆里
把初恋的新年寻找

冰层占领了水面
南窗的阳光依然热闹
小炉煮香了清茶
正可以评书论道
这是感悟哲理的季节
一点、一缕、细细收藏好

北风呼叫着飞跑
一路留下话：
冬天，要有冬天的味道

新年
■王养浩

又 飞 瑞 雪 ，又 睹 红
梅，又掀新篇。旧尘掸尽
未下鞍，回首征雁。浪高
云黑笑等闲，花好月圆唱
留连。莫扬鞭，围炉杯
盏，何须唠夕烟。

倾情外滩

雪中二乔 ■黄伟助

可喜可贺
■梅延眉 文

年前，友人送来两张节目票，是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演讲厅举
行的演唱会的票子。我陪老伴一起
前往观看。

当天，复旦大学越剧团成立二
十周年，恰逢中国越剧改革七十周
年。精致的大厅前排就坐着不少
前来祝贺的嘉宾，主持人一一作了
介绍。

复旦越剧团团长李旻请名誉
团长程云裳女士致辞。这位老太年
事稍高，戴着一副眼镜，走路不是那
么稳当。李旻扶着老太走上讲台，
把话筒移近了些。这一扶一移，让
我联想到复旦越剧团二十年传承
的默契！

“我要感谢……”老人家一口气
说出了她要感谢的单位，和一长串
名字。从老太的罗嗦中感受了复旦
越剧团发展的艰辛。

代表校领导前来祝贺的是校纪
委书记，一位中年女士，她缓缓走上
舞台，给观众行鞠躬礼，再走上讲台。

“是不是越有知识，越有涵养的
人越朴素呀？”老伴在问，“你看这位
女书记，怎么看都不像官儿，倒有些
像家庭主妇。”

“不像官儿不要紧，你听她说
话！”我对老伴说，“她说的内容不
多，却涉及不少，有校领导的关怀，
也有期望。更有对给予支持和帮助
的上海越剧院、上海群众艺术馆等
单位的感谢，最后还向全体观众道
出新年的祝福。”

“真是朴素得掉渣！”老伴赞
叹。“一般而言，有知识做底蕴的人，
言谈举止得体就行，不是十分注意
打扮。”我说。

那些前来助兴的，大多就读于
复旦，有的在电视台工作，有的是教
授。他们一个个都很朴素，似乎验
证了我的说法。

“看到那个清唱《盘妻索妻·洞
房》的女孩子了吧，她朴素吗？”

“也很朴素！”
“她是复旦的高材生，现在是律

师呢。”说着我把节目单指给老伴看。
“呀，了不起，了不起。”
那有板有眼的唱腔更了不起！
演唱会多半是复旦越剧团的团

员演唱。上海越剧院也和学生一起
演了折子戏，也有他们专门给演唱
会带来的节目。舞台的右下角坐着
乐队。三个女孩子操琴的情形，如
逆光摄影的效果映入我的眼帘。琴
弦上来回游动的手很灵巧，灵巧得
像是输入了魔法，间隙，女孩翻一页
乐谱，又麻利地舞动她那灵巧的手，
很美！那美感是勤奋、执着的结果，
是复旦越剧团籍以前进的动力所
在。观之，思之，我有些发呆。

演唱会线束，主持人请嘉宾到台
上与演员合影。我们鼓掌，不停地。

“难怪你在嘉宾留言簿上写下
了‘可喜可贺’”。意犹未尽地，看着
他们拍完照，我们老俩口心满意足
走出大厅。

八字桥畔，忆那时硝烟

金蛇狂舞 ■任多智

■张萌

走得太快了
我总是被生活用充满暴力
的手猛推着
如一粒即将坠落悬崖的
石头
我紧紧拽住时光的大衣
像拽着一根救命的绳索
缀在腰间

此刻
我坐在深秋的藤椅里
阳光斑驳在枯藤的背影里
一声鸟鸣，加深我体内比
瓷更脆弱的裂纹

听叶子纷纷坠落，我尽可
能接住那些
快要落到尘土里的光
和破碎的蒙着灰尘的鸣唱

旧时光

■郭树清 文

“万国建筑”外滩一向被人们视为
上海最漂亮的脸庞、最珍贵的名片，可
以说，最能表现上海城市地理特征的，
非外滩莫属。

水清岸绿。踏上宽敞、漂亮的观
景平台，眺望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和两
岸流光溢彩、交相辉映的风景，江风微
拂，令我浮想联翩。

外滩曾令我向往。童年时代，家
住崇明岛，经常听大人们讲外滩的故

事。然而，崇明与上海市区隔江相
望，交通不便，来一次上海市区，坐
船、乘车、住宿，在当时可算得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作为农家的孩子连想都
不敢想。因此，那时对外滩的印象都
在大人们的故事里。

外滩曾令我遗憾。记得在 13 岁
那年，我跟随大人们第一次来上海市
区，也是平生第一次出海岛，兴奋不
已。然而，那天下午从崇明堡镇码头
坐船到达十六铺码头时已天黑了，船
路过外滩时，朦朦胧胧，什么都没看
清。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起床，从当
时的南市区乘车去吴淞码头，那次来
回路过外滩，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徒
留遗憾。

外滩曾令我羡慕。终于，我有了

机会看外滩。在 18 岁那年，生产队
派我到上海市区购买建材时逛了一
回外滩，停留了大约一小时，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外滩滨江道
很短，从外白渡桥的黄浦公园至延安
东路，来回一次只需花上十几分钟。
外滩的围栏是用混凝土围起来的防
污墙。站在外滩，向东望去，对面的
浦东，乡村一般，平平坦坦，一片低矮
的棚户；向西望去，上海大厦、和平饭
店、海关大楼、市府大楼等经典建筑
巍然矗立，十分气派，着实令人羡慕
不已。1969年参军后，每次坐船途经
上海，我总要抽出一些时间看外滩。
屈指数来，23年的军旅生涯中有6次
回上海探亲，每次都要到外滩走一
走，看一看，感受外滩生机勃勃的美。

外滩曾令我自豪。1979 年 1 月，
我时任海军某舰副政委，执行护航任
务来到上海。当战舰途经外滩时，便
情不自禁地当起了业余导游，津津有
味地把外滩的历史和外滩的建筑景观
一一介绍给战友们，心情格外激动和
自豪。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难
以忘怀。

外滩更令我倾情。1993 年我从
部队转业后，分配在上海市房管局工
作，那时的办公楼在延安东路2号，于
是经常利用上下班或中午休息时去逛
外滩。以后局机关经过几次机构改革
调整，换过几处办公地点，但都离外滩
不远。

近20年来，外滩发生着令人欣喜
的变化，我是看着她几经改造，不断地

向北外滩和南外滩延伸，现在的外滩
已是原来外滩的好几倍，而且还在继
续延伸、扩大；同时，也看着对岸与其
遥相呼应的浦东，由曾经阡陌纵横、乡
间田野，变身华厦通衢、风姿绰约、华
美尽现：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
融等一座座千姿百态的摩天大楼拔地
而起。

如今，外滩面貌焕然一新，融绿于
景添灵气，通透栏杆更亲水。外滩带
着历史文化韵味的痕迹一路走来，宛
如一曲历史与现代的交响乐章，令人
赏心悦目。

外滩的变迁贯穿了我对老上海的
记忆，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也无论我
生活在哪里，这里将一直是我记忆深
处那片熟悉而亲切的地方。

■韩云珠 文

冬雨绵绵中，踏着满地烂漫的
落叶，湿了鞋子，走上东西向的八字
桥。桥的东头是水电路笃底，与南
北向的同心路相交，桥的西头是柳
营路，桥长 30 米。桥面很宽，两侧
是供人行走的砖地，中间是六车道，
有隔离栏隔开。

桥下一泓青绿色的澄澈河水，
缓缓流淌。

不可思议的是，81 年前，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英勇的十
九路军，坚守桥上 33 天，使这条宽
仅 20 米的俞泾浦，成为装备远比
19 路军优良的日军不可逾越的
防线。

现在的桥上很安静，车来车往
也没有乱按喇叭的。

北侧桥栏，有一块 2006 年虹
口区政府挂的铭牌，上书“虹口区
纪念地”。桥西堍的柳营路北侧，
是高层建筑小区，岸边植着一丛丛
竹叶萧萧的翠篁，疏影映照水中；
南侧是一个宾馆和音乐餐厅，在悠
扬钢琴，婉转提琴的伴奏下，人们
心情愉悦地进餐，全然颠覆了当
年桥上曾经弹片纷飞，烈火熊熊，
风烟滚滚……

站在桥上，才知道这条不起眼
的桥所处地段的重要，此桥当年属
闸北，日海军陆战队从虹口东江湾
路北四川路出发，过花园路，折入水
电路，由东向西进攻八字桥，企图拿
下此桥，进入柳营路沿西宝兴路南

下，包抄北火车站。
当年的八字桥有两座，一南一北，

所谓八字桥，就是两座桥叉开，呈八字
形排列。日本人打仗前总是叫嚣，这
一次，他们说是四个小时解决上海。

我看到过一张老照片，十九路军
的战士端着步枪，或半蹲半跪，或匍匐
在地，身后都挂着一顶斗笠，斗笠的帽
圈上印着四个大字：十九路军。

桥的右侧为民房的屋脊和高耸的
水塔。桥的正前是电线杆和民房。战
士们的枪膛射出怒火，在八字木桥上
抗击着来犯之敌。

1 月 29 日，战斗最激烈的一天。
八字桥三次失守，三次又夺回。八字
桥这一边，枪炮声大作，白刃格斗，大
刀飞舞。而在租界十里洋场，依然歌
舞升平，只是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美
军舰，已脱去了大炮的外衣，表明正密
切关注着上海的这场战争。

日本人说 4 小时解决上海，终成
泡影。日军四易主帅，战斗空前残酷、
惨烈。

当时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八字
桥两军相持月余，几无一完整房屋，沿
途断垣焦土堆积如阜。”

这一仗，鲜血浸透了桥面，桥下的
俞泾浦一片殷红，硝烟味血腥气久久
不散……

这一仗，打出了十九路军铁军的
气概。一寸桥板一寸血，这八字木桥，
就是河山啊！

这一仗，日军死伤甚多，在广中路
建了一个汉白玉麒麟塔，悼念阵亡士
兵，1952年被拆除。

此次战役中，南桥毁，仅剩北
桥，1933 年改建为水泥桥，桥上可
通卡车。

1937年8月13日，日军海军陆
战队又是从东江湾路出发，在炮击
的掩护下，再次进犯八字桥，与张治
中将军麾下、正在修筑工事的88师
一部短兵相接。

第二次“淞沪战役”打响，日军
又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88师一
部在桥上浴血奋战 3 个月，日军的
叫嚣再次落空。

倚着桥栏，眼望河面，烟雨蒙
蒙，我的耳边蓦地响起两首歌，一首
是《中国不会亡》，一首是《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隐约间仿佛看
见八字桥头，身背斗笠，手握大刀的
十九路军大刀队，迎着刺刀上膛的
日军，刀光闪闪，锐不可挡，厮杀声
直冲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