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云翔
男 ，1969
年 9 月 出
生，汉族，
籍贯江苏
东 台 ，研
究 生 学
历 ，1989
年 3 月 参
加 工 作 ，
199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杨浦区殷
行街道办事处市政管理科科长。拟
任杨浦区殷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赵岳毅
男 ，1973
年 7 月 出
生，汉族，
籍贯安徽
合肥，大学
学历，1993
年 7 月 参
加 工 作 ，
2009 年 3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杨浦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信息中心副主任（正科级），援
藏任亚东县建设局局长。拟任杨浦
区房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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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云端接地气”科学育儿智能参与

沈昕
男 ，1970
年 11 月出
生，汉族，
籍贯江苏
无 锡 ，大
学 学 历 ，
1991 年 7
月参加工
作 ， 民
建。现任

杨浦区商务委综合规划科科长。
拟任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试用期
一年）。

孙斯华
男 ，1962
年 8 月 出
生，汉族，
籍贯江苏
苏 州 ，大
学 学 历 ，
1982 年 9
月参加工
作 ，1985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杨浦区台湾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拟任杨浦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湾工作办公
室主任。

孙为民
男 ，1974
年 3 月 出
生，汉族，
籍贯山东
东 平 ，大
学 学 历 ，
1995 年 7
月参加工
作 ，2001
年 1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杨浦区委政法
委副调研员。拟任杨浦区四平路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江一明
男 ，1956
年 2 月 出
生，汉族，
籍贯浙江
奉 化 ，大
学 学 历 ，
1974 年 1
月参加工
作 ，1986
年 4 月 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杨浦区五角场
社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
记。拟任杨浦区五角场社区（街道）
党工委调研员，五角场地区综合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区组织工作推进会召开

诚信经营是企业生存之基

公示对象的公示时间为：2013
年 6 月 4 日－2013 年 6 月 13 日。如
对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可在公示
期间向区委组织部反映。联系电话：
12380（上午9:00－11:00，下午2:00－
5:00）；联系地址：江浦路549号区委
组织部干部科；邮编：200082（以邮戳
为准）。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
保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
行调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
具体事实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
式，以便我们将核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杨浦区委组织部
2013年6月4日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王某日前购买了一辆福
克斯汽车，购车前约定的 2000 元银
联返现却因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的操
作失误无法兑现。因多次奔波交涉
始终未果，王某近日诉至区消保委。

经了解，合同中注明有银联返现
2000 元的活动，但该公司一直未兑
现，后又告知因操作失误未予登记，
导致无法兑现。王某提出，按照购车
合同，消费者通过银联系统刷卡消费
购车，公司应无条件返还 2000 元现
金兑现促销优惠。接诉后，区消保委
随即联系了公司，公司负责人表示银
联返现活动已经结束，现在只能以内
部消费券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

区消保委指出，购车合同是对于

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保障，公司方存
在违约行为，那么就应当无条件地按
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承担责任。
公司提出的承担责任的方式应当征
得消费者的同意，而不能用“消费者
不接受，我也没有办法”敷衍了事。

经调解，该公司仍坚持用消费券
代替。区消保委建议王某，可以通过
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
时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化事后被动维
权为事先主动预防，要事先签订完整
的书面合同并明确约定违约责任。

区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消
费者对一家企业失望时，目光会投向
另一家竞争企业，无论是何种类型的
企业，提供何种形式的服务，都需要
消费者的支持，所以诚信是企业生存
之基，服务则是发展之本。

■记者 应沈漪

本报讯 打开手机，宝宝在早教
中心活动的照片映入眼帘；输入宝宝
的月龄、体重，智能专家告诉你是否
达标；设置提醒功能，手机自动会推
送提醒：宝宝该去接种疫苗了……由
区人口计生委牵头研发的“云早教·
育儿助手”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正式上线。这是继今
年4月区人口计生委发布“药具摇一
摇”APP 之后，又一款借助云计算和
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的智能终端应
用软件，标志着杨浦创新建设的“云
端家庭计划指导服务中心”增添一新

“成员”。
0－6岁婴幼儿家庭的家长，只需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成
功安装该款软件，就能方便快捷地享

受到即时、高质、交互式的专业早教
指导服务。通过“在校相册”、“课程
预约”、“今日学堂”、“健康食谱”模
块，家长们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到孩子
在社区早教点、就读幼儿园的成长动
态；通过“成长发育保健卡”、“养育知
识”、“疫苗提醒”模块，方便快捷地获
取孩子的健康照护和亲子教养知识；
而“办事指南”、“便民工具”、“最新政
策”板块，则能提供最新的周边社区
早教及卫生计生等公共服务信息。

区人口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70后”、“80后”的年轻家长，在育儿
方式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上
一代的父母。他们更习惯于通过网
络渠道获取教养孩子的知识、理念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捷智能的科技
手段在科学育儿领域的应用，既是上
海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也很好地迎

合了年轻父母的需求。
杨浦区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服

务中心于去年7月成立启动，致力于
打造并逐渐完善成为集研究、示范、
指导、服务为一体的区级人口计生系
统公共服务平台。“云端家计中心”既
是该公共服务平台的运作载体的一
部分，又成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实体
平台的一个有效补充。

目前，杨浦推出沪上首个“云端
家计中心”，已成功开发了针对育龄
群众和家庭的“药具摇一摇”APP 和
服务于 0－6 岁婴幼儿家庭的“育儿
助手”移动终端应用软件。据悉，区
人口计生委正在酝酿研发分别面向
新婚期、孕产期家庭的“新婚助手”和

“优孕助手”，逐步充实完善“云端家
计中心”，使“云端”人口计生公共服
务逐步涵盖“全人口、生命全过程”。

■记者 毛信慧 张维维 文/摄

本报讯 近日，本区启动《医师资
格证书》发放及医师集体注册工作。
5 月 30 日，来自 22 家医疗机构的 27

人通过集体注册获得执业医师证
书。其中，执业医师25人，执业助理
医师2人，职业类别分别为临床类14
人，口腔类2人，公共卫生类8人，中
医类3人。

区卫监所审核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确保本区医师及时拿到执业
证书，本次发放的证书仍为旧版本，
等新版到位后，卫监部门还将对旧版
证书进行有序替换。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5月29日，区委组织部召
开区组织工作推进会，主题为“弘扬
四敢精神，提升五种能力，在深入基
层中不断提高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水
平”，会议通报了2012年全区组织系

统优秀调研成果，并就扎实推进全年
各项组织工作目标任务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九届
区委六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四敢精
神，提升五种能力，引导党员干部做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要加强年轻干部
选拔培养工作，注重在基层一线、艰

苦岗位配干部、育干部、选干部，注重
区域联动、柔性交流，注重储备遴选，
平台比选，实施开展“30、50、100”工
程，进一步完善党委责任制、专项报
告、开放式推荐、结对带教、助理制选
调培养等一系列制度；要继续加强干
部教育工作，完善干部考核机制。

■记者 应沈漪

本报讯 5月30日，由区人社局、
区残联、殷行街道联合主办的 2013
年“扬帆启航”杨浦区青年就业服务
暨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在殷行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拉开帷幕。

招聘会现场，来自各行各业近80

家企业提供的2000余个岗位向社区
青年开放，包括后勤服务、客服销售、
专业技术维修、行政文员等。值得一
提的是，其中的 12 家企业专门为本
区残疾人提供了 50 多个工作岗位，
帮助他们“扬帆启航”，搭建起实现自
我价值的舞台。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心理服务队

也受邀来到招聘会现场，为求职者提
供关于职业困惑和职业发展的咨询
服务。专业心理咨询师表示，在当前
就业形势普遍严峻的情况下，无论是
社区失业青年还是残疾人，树立信心
和积极尝试尤为重要；建议父母不要
过多干预，应更多地关心、尊重和鼓
励子女的求职意愿。

意犹未尽

岁月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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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时令小语

看见

荷香鸟鸣 ■徐长英

浓浓粽香情

难忘明信片上的“闵行一条街”
生活故事

与小猫合影

■朱春燕 文

柴静说：“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刻
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
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
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
柴静的《看见》也给予我强烈的生命
印象和心理震撼。读《看见》，心沉
静，每读完一节，会合上书往远处望
一会儿，在柴静和采访对象穿插的人
生经历中浮沉，理解、悲悯并感受力
量。读《看见》，有几个感受特别强烈
的词：热爱、成长、真性情、君子之交。

热爱。柴静与陈虻都不是新闻
专业的科班，但就因为对新闻的热
爱，因为“把命放进去”的执着和付
出，走到了被他们所处时代认可和尊
重的高度。调查记者这活儿，看起来
光鲜，干起来得吃多少苦冒多少风

险，不是真热爱你真顶不住。2003年
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哪里危险
哪里有新闻，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就
做不出那样的节目写不出那样的文
字。热爱并投入，你才能感受到新闻
的热度，具备对新闻的敏锐度。

成长。柴静说自己起点太低：不
是新闻科班出身，去央视前做过杂
志、电台，从来没做过调查类记者，本
性也不是“爱打听，好传播”的好新闻
人。看见柴静刚进央视时吃力的窘
态，同事看着都可怜，私下里对柴静
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
不起来就不扶了。”

我看见柴静的努力和坚忍，不断
地思考、学习、探索和突破，也许这辈
子柴静也到达不了法拉奇的高度，但
那又怎样，她已经尽力了，她完成了
她的成长就行。

真性情。被书里那些真性情的
人打动，或是普通人，或是各个领域
的牛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陈锡文、人大代表老毛、到广
西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柴静的同事

陈虻、钱钢、张洁、申勇、老范，或许他
们有着不同的存在状态，有着不同的
理想和价值观，但他们有着一样的真
性情，那种真性情传递着浓烈的生命
体验，引人思考，震撼人心。人，要想
做出点什么，就得绕过那些花架子，
剪掉枝枝蔓蔓，拿出你的真性情。

君子之交。柴静与陈虻是上下
级，但陈虻没有高高在上，柴静没有
唯唯诺诺，都是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
的人，他们会因为意见不同而争吵对
抗，但心里彼此尊重和互相欣赏。读
柴静的《陈虻不死》，文字克制内敛，
但感觉得到志同道合的激赏和对陈
虻离世的不舍。柴静与老范、老郝等
同事在工作中结下的友谊，那种深刻
的认同和包容，柴静在《后记》中写

“我们仨没有失散”，你可以感受到那
种至真至纯的君子之交。

柴静以她新闻记者的眼光记录
了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人，也记录了
历史。有一天，我们回过头，会在这
些记录中看到那个时代，并认识到这
种记录的价值和意义。

■郭树清 文

每逢端午节，我总会想起儿时乡
间芦叶飘香的日子，人们忙碌着淘
米、磨粉、采芦叶……每年端午节前
的包粽子又拉开了序幕。

清晨，我们早早起来，一手拎着
竹蓝，一手拿着竹竿做的钩子，跟着
大人，踏着露水，来到绿色绵延的河
沟边采摘芦叶。

一张张映着朝霞晨阳的笑脸，迎
着江风，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唱着
歌谣，贪婪地采摘起来，左手采一叶，
右手折一枝，对那些长在河沟中央够
不着的芦叶，就用竹竿钩子钩下来，
不一会工夫，竹篮装得满满的，便一
路小跑拎回家。摆到灶台上，经浸泡
后，用清水洗净，放进滚烫的开水中
煮，捞起后泡进凉水盆里，然后全家
人围坐在桌子前，看着母亲折叶、放
米（那是困难时期，米不够，就放些

玉米糊、麦面糊）、捆扎，动作娴熟麻
利，一边包粽子，一边有说有笑，其
乐融融。

别看那时生活不富裕，粽子的原
料却是丰富多样的，有大米、小米、高
梁、面粉，还配有枣子、赤豆、花生、猪
肉等。捆扎粽子的绳或用丝草，或直
接用芦笆针将芦叶穿过粽子腰部捆
扎，这样煮熟后的粽子味道尤为清
香。当一只只或三角形、或棱形、或
枕头形等的粽子放进大灶锅中蒸煮
时，满满一大锅，点燃木块或豆秸杆等
硬柴，煮上两三个小时。随后，父亲便
开始一下一下地往炉膛里添柴，炉膛
里旺旺的火焰，映红了父亲的脸庞。
我们兄妹几个不时地从外面抱一些硬
柴进来，放在父亲身后，以备父亲随时
往炉膛里添柴。

当锅中的粽子烧开时，芦苇叶的
清香味便迅速弥漫开来，满院飘香，
还没等粽子煮熟，我们这些嘴馋的孩

子们便守候在灶台边，眼睛盯着锅里
等着吃粽子。这时候，深吸一口气，
那阵阵芦苇叶和着粽子的香浓味儿
便钻进了五脏六腑，钻到全身每一个
毛孔，甚为惬意。

终于等来了大人一声“粽子熟
了”的吆喝，大家便围拢过来，嘴里喊
着“芦青园里一只老白狗，戳一枪，咬
一口”的乡间谜语，手忙脚乱地撕开
芦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转瞬间，
一大锅粽子风卷残云般的没了踪影，
当时只觉得这粽子飘出的浓郁醇香
的味道，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佳肴，
给我的童年带来甜美和快乐。

那时母亲包粽子，总在粽子里包
进几枚硬币。乡间有谁能吃到含有
硬币的粽子，那能预示着拥有好的福
气和财气的习俗。其实母亲包进硬
币的粽子是做记号的，她总是让每个
子女都能吃到包有硬币的粽子。这
浓浓的母爱，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眼下又到了粽子飘香的时节，市
场上的粽子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可
我总感觉那味道没有小时候吃的粽
子味道好，心中回味的依旧童年家乡
崇明那包粽子、吃粽子的味道。

■袁先安 文

笔者珍藏了一套1961年由上海
市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上海风景》明
信片，其中收进了“上海闵行工人住
宅”和“上海闵行一号路”两张彩色照
片，观照半个世纪以来给我带来了种
种回忆和联想。从老照片上看，一条
宽阔的柏油马路，路旁绿树林立，十
余幢外形各异的多层楼房分立在道
路两侧，外墙一排被涂上杏黄色和棕
红色，令人赏心悦目，宛如一幅亮丽
的都市风情画。

遥想当年“火红岁月”里的1960
年1月，我刚满18岁，却已经踏上了
工作岗位，恰好有幸就在闵行地区的
上海水泵厂工作，生活区就设在闵行
一条街的楼上。“闵行一条街”的建设
虽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这段辉煌历
史的亲历者之一，时隔53年之后，仍
然记得它美丽的过往，给我留下了一
段美好的回忆。

劳动人民“居者有其屋”是每家
的梦想，六十年代初期对中国来说是
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时要圆这个梦对
大多数人来说确有不小的难度。

“各安其居才能乐其业”，上海解
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
劳动人民的居住问题给予高度重
视。为了配合工业区和卫星城建设，
由国家投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施工，采取先街后坊，并坚持市政
和公用设施同步，为人民提供良好的
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了新型的
城市风貌。

在1959年起到1960年仅两年的

时间内，全市共新建住宅162万平方
米，其中绝大部分在卫星城和工业
区，率先在这里给劳动人民圆了“居
有房”的梦，这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

闵行城区住宅是1958年辟建卫
星城以后，随着大批工厂的兴建和市
区老厂的迁入、规划建设了大量住宅
和公用配套设施。

“闵行一条街”沿街建筑，多数是
楼下作商店，楼上为住宅，少数为独
立的旅馆、饭店、商厦、影剧院和邮电
大楼等，形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它是
上海市第一个成街成坊完整建设的
住宅群，建成后迅速成为对外开放的
工人新村样板，引来四方宾客慕名前
来参观学习，在当时声誉鹊起，颇具
影响。

“闵行一条街”住宅建设在那个
年代中还奇迹般地呈现了三个特色：
一是建筑标准高；二是建筑速度快、
质量优；三是布局科学合理。更使人
难以忘怀的是这个当时大名鼎鼎的
上海工人住宅群曾经承载过一个民
族的荣光与梦想，尽管这份美丽正在
被以后上海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城
市发展所逐步替代。

半个世纪前明信片上所提供的
历史场景，让我们在温故中不忘历
史、不忘前人、不忘前事，流年似水，
往事如烟。如今，上海这座举世瞩目
的城市，早已迈入国际大都市的行
列，当代绚丽多彩的建筑魅力无穷，
但我还是要说一声：五十年前建成的

“闵行一条街”至今令人留恋，我永远
怀念曾经工作和生活在那里的岁月，
真的。

■郭光林 文

只听说过与名人和友人合影，但
与猫合影，却多少显得有些怪诞，可
我确确实实与一只可爱的小猫合了
一次影。

那天早晨，要到番愚路去采访一
位上海市劳动模范，刚走出地铁，一
看手表，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
时。于是，我想到周边的商店里逛逛
瞧瞧，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而言，也
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

番愚路与淮海西路的交叉地段，
那里行人稀少，店铺就更少了。我双
目巡视着路两边的建筑，想进入沿街
的商店歇脚，这时，一家刚开门营业
的水果店，映入了我的眼帘。店主人
一眼就能看出是位新上海人，我想借
机与店主人聊聊，了解他们的生存状
态，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于
是，我与他打着招呼，便坐在店门口
的小凳上与主人聊起了山海经。

我俩正在海阔天空地“嘎山湖”
时，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在我的脚
跟前，上窜下跳地嬉耍着，看着它那
憨态可掬的模样，心中油然升腾起一
股怜爱之心。童心未泯的我，手作喂
食状。嘴里轻唤“咪咪”声，想不到，
这只可爱的小猫，蹒跚地迈着猫步，
向我踱步而来。我见此状，将它轻柔

地抱在了手掌中。那只小猫一点儿
不见生，反而在我的手掌里，用它那
小巧的前爪惬意地洗起了脸，它那琥
珀般淡棕色瞳仁里，透射出婴儿般无
瑕的光泽。托在掌心中的小猫，软绒
绒的像一只小绒球，这确实是一只玲
珑可爱的小花猫。

我与主人的话题便转移到了小
猫的身上，主人告诉我，这只两三个
月大的小猫，是别人送给他的流浪
猫，开始时，感觉好玩，现在越来越喜
欢它了。

小猫每天在开门营业时，会跑到
门前，“咪呀，咪呀”地叫唤几声，像是
在开门前的吆喝声，“开门啦，开门
啦！”听了主人的介绍，更增添了我对
这只小猫的喜爱，甚至有点到了爱不
释手的程度。

我钟爱猫与我在童年时代养猫
的经历有关的。对猫的传说，坊间有
许多版本，说得最多的是，猫有九条
命，养猫之后才知道，猫确实有摔不
死的特异功能。当年，我住在棚户
区，家里老鼠成了一大隐患。我们兄
弟几个决定养一只猫来消灭老鼠。

猫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凭添了许
多乐趣。当年，正处于国家计划经济
时期，物资配给有限，但再苦不能苦

“孩子”，我们兄弟几个从每天的菜金
中，节省下三五分钱，给家里的小花

猫买鱼食。这个“孩子”被我们养得
圆圆胖胖，成了抓老鼠的能手。从此
之后，老鼠在我们家中消踪灭迹了。
尽管，我们那时个个长得像个瘦猴似
的，看着小花猫一天天茁壮成长，我
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小花猫也就变
成了大花猫。

一天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听
到了大花猫持续不断的叫唤声，从床
上下来一看，猫窝里突然出现了几只
毛绒绒的小幼猫，原来大花猫生猫崽
了，我们兄弟几个高兴得不得了，拿
来了棉絮替幼猫筑起了新窝。猫的
胎衣，俗称猫胞，也被母亲收起来
了。第二天，邻居和同学都上我家来
观看幼猫，大家啧啧称赞。后来，几
只幼猫被陆续送了人，猫胞也送给邻
居，那家邻居还回送了一斤大白兔奶
糖，作为答谢。

突然，一位白领女孩的到来打断
了我的回忆。她说，自己是特意来看
这个小花猫的。说着，她掏出了手机
不停地为小猫拍起了写真照。我见
此机会，对她说：“你帮我与小猫合个
影吧。”于是，第二天，我的电子信箱
收到了一张我与小猫合影的照片。
真的，我真该感谢那位叫张莺的女
孩，为我留下那一张难忘的照片。

行文至此，妻子看见我在写与猫
有关的文章，便对我说：“我的小名就
叫‘乖猫’，屋里厢看我小时候，长得
像猫，最喜欢吃鱼，就给了我起了这
个雅号”。我听后哈哈大笑，戏谑地
对她说道：“我也喜欢你这个‘老猫’，
哪天我也抱你合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