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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改造+补贴菜场完善便民措施

购买内衣细心挑选不可少

本区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检查
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支付职工工资等在检查之列

区消保委建议，购买后要保存好发票，发现问题及时投诉

■记者 陆岑

本报讯 区政务微博专题培训会
近日举行，“上海发布”主编周凯受邀
担任主讲。

记者了解到，以@上海杨浦为龙
头的杨浦政务微博群开通两年多以
来，目前粉丝数总计22余万人 ，信息
发布总计近2万余条，解决问题4200

余件，今年上半年，共答复、推进解决
居民反映的生活、城市管理等方面问
题 114 件，在这些问题中，主要涉及
环境脏乱差、违章搭建、社区管理、
旧区改造、道路交通以及社会事务
等方面。

区新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区
政务微博将在保证质量、提高数量、
增加互动上进一步下功夫，打造特色

品牌栏目，发布更多贴近网友生活的
信息，提高政务微博的活跃度，并立
足本区放眼全市，及时转发、评论中
央、市媒体的各类时政类、服务类信
息，丰富信息内容，扩大政务微博信
息发布的数量。同时，通过举办微摄
影、微访谈、微调查、线下沙龙等活
动，加强与网友的沟通与互动，提高
杨浦政务微博的活力。

本报讯 伸平手掌，一枚硬币大
小的苍蝇动力微型飞机即刻从指尖
起飞，并徐徐飞向远方……8月2日，
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举办
了微型飞机大赛暨《微型飞机设计、
制作》课作品展。参赛飞机均为学
生今年暑期刚刚完成的作品，包括
十架微型飞机和三十余枚微型苍蝇
动力飞机。其中，苍蝇飞机等多架
飞机都已经成功完成了试飞。

同济大学暑期《微型飞机设计、
制作》实践课的目的是要让航空专
业的学生亲身经历一轮微缩简化版
的飞机设计、研制、试飞全过程。课
程组织学生分组制作会飞的“遥控
玩具”，但这种“玩具”的设计、制作
过程完全区别于普通模型爱好者；
它除了要求学生们制作、试飞成功
微小遥控飞机之外，更强调气动分
析、推力测试、CAD建模、电磁舵机
设计等飞机的设计环节。

7月26日，在《微型飞机设计、制
作》实践课的课堂上，指导教师沈海
军教授放飞了一架比一枚邮票还小
的苍蝇动力飞机。这一苍蝇飞机的
重量约为0.04克，相当于一颗黄豆的
重量；翼展1.2厘米，大小与五角硬币
相当；飞机机体由很轻的油封纸裁
剪、折叠而成。这里的所谓“苍蝇飞
机”，实际上就是以苍蝇作为引擎的
微小飞机。在本次《微型飞机设计、
制作》实践课上引入苍蝇飞机，主要
目的有两个，一是激发学生们的创
新思维，二是发掘昆虫动力飞机的
应用潜力。

苍蝇飞机的设计、制作并不容

易。为了获得飞机的“引擎”——
苍蝇，沈海军教授带领几位同学拿
着捕捉苍蝇的塑料袋跑遍了整个
校园。

苍蝇“引擎”有了，接下来就是
要测量引擎的推力。为此，学生们
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方法：
竖起一根半米长0.6毫米粗的碳纤维
杆，碳纤杆的顶端用细线黏住苍蝇；
然后驱赶苍蝇，并用摄像机记录下
苍蝇拉动碳杆顶端的位移；最后根
据该位移值和碳纤杆的刚度估算出
苍蝇的拉力。实验结果发现，苍蝇
飞行中的拉力可达到0.1克，其推重
比（发动机推力与飞机重量之比）惊
人地高，约为2.5。相比之下，美国最
先进的第四代战机 F22 的推重比仅
为1.2。

获得了苍蝇发动机的推力数据
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确定苍蝇
飞机的构型，并计算飞机的升力、阻
力。为此，学生们提出了三种方案：
常规布局、三角翼和鸭式布局，并用
气动软件估算了三种布局苍蝇飞机
的升力和阻力。气动分析表明，三
种方案均与发动机有很好的匹配
性；飞行时，机翼可以获得相对较大
的升力以及较小的空气阻力。

有了苍蝇引擎和飞机方案，用
剪刀裁剪油封纸做出机体，并将苍
蝇“引擎”和机体用0.5毫粗的超细碳
纤杆胶结，一架合格的苍蝇飞机就
完成了。

此外，同济大学的师生们还对
蝉动力飞机以及黄蜂动力飞机进行
了尝试。 ■童吉

本报讯 37.2℃！上周日，热浪继
续在申城“肆虐”，今夏高温日数已迈
入了“3”时代。

本周申城继续处于副热带高压
的控制之下，高温天仍将持续，从今
日至周五，申城将出现至少 4 天的

“超级热浪”，最高气温均可达39℃，
且还可能冲击40℃“大关”。而根据
此前预计，8月高温日数还可达10－

15天，这也意味着申城今夏高温日数
还将向2003年40天的本世纪高温日
数纪录发起“挑战”。

明天是“立秋”节气，气象专家表
示，“立秋”并不代表真正入秋，目前
申城距离入秋还为时尚远。常年数
据显示，从1971年到2000年这30年
的平均数据来看，申城平均在9月26
日入秋。但是自 2000 年到 2009 年，

申城连续 10 年均推迟至 10 月份入
秋。不过，从2010年起，本市入秋时
间又有所提前，已连续3年在9月中
下旬早早“入秋”。 ■宗禾

■记者 郑潇萌

本报讯 阳普社区家园标准化菜
市场营业半个多月了，因周边保障性
住房城市方园、城市庭园及城市名园
入住率仅 60%左右，加上连日高温，
菜场内商户的生意并不好。为吸引
更多客源、保证菜场产品的新鲜及平
价，上海阳普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在便民服务及稳定菜价上动足了
脑筋。

巧开一扇门，菜场更便民
阳普社区家园位于国伟路 100

弄3号，紧靠城市方园居民区门口的
右侧，居民进出小区就能把新鲜蔬菜
买回家，可是对城市庭园居民来说，
买菜就没那么方便了。虽然只有一
墙之隔，但家住城市庭园的陈老伯必
须要走出小区，绕过围墙，顺着小区
门口边的弄堂往回走才能到达社区
家园。陈老伯说：“小区里面看着很

近，就隔一道墙，但走走要6、7分钟，
所以天热的时候我很少来。”

干净又整洁的平价菜市场就建
在眼前，却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
为解决绕路这一问题，社区家园的管
理方——阳普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派出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提出
了改善方案——在城市庭园小区围
墙后部增开一扇仅供单人通过的转
门。如此一来，不但减少了城市庭园
居民买菜的路程，仅供行人通过的方
式也避免了增设无障碍大门带来的
安全隐患。

目前，阳普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正在与殷行街道沟通，协
商改建方案，方案成型后将立即施
工，为居民买菜提供便利。

补贴商户平稳菜价
阳普社区家园从7月7日起试营

业至今，经营者梁小姐只交过200多
元的电费，市场管理方还未收取过租

金。梁小姐告诉记者，与上海崇明赢
海农业合作社合作后，每天都有田头
新采摘的蔬菜直接运达市场销售，减
少流通环节的蔬菜售价普遍比市面
低 10%左右，利润空间也就小很多，
如果不是凭借大力度的租金优惠，她
不可能在菜价、客流都不稳定的夏季
支撑到现在。此外，市场管理方还出
资补贴商户，保证每个摊位至少有5
种大众化的特价商品，即便在高温
天，在阳普社区家园居民也能买到价
格实惠的新鲜蔬菜。

另据了解，位于一楼的芭比馒头
点心店、便民洗衣店、社区家电维修
中心、工商银行24小时ATM存取等
便民服务项目还在装修中，将于近期
开业，届时将带动更多的客流，改善
经营状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保证
商品品质的前提下，日后市场管理方
将致力于完善便民服务措施，扩大经
营业态，保证商户的基本利益，为周
边居民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服务。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内衣作为生活的必需
品，质量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精挑细
选必不可少。日前，消费者王女士
通过电视购物购买了一套价格不菲
的内衣，然而收到物品后，却发裤脚
有差异。为维护自身权益，王女士
向区消保委投诉，请求帮助退换。

据王女士介绍，她通过某电视
购物频道购买了一套价格为 398 元
的艺韵肤女士暖绒印花保暖套组内
衣。商品送货上门后，王女士试穿
时发现其中一条裤子的裤脚一大一
小，有明显差异。次日，消费者向商
家反映，要求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方称内衣不属服装三包规定范
围，让消费者自行联系厂方处理。
于是，王女士向厂方交涉内衣质量
问题，对方未及时给予消费者反馈
意见。她认为，电视购物频道销售
不合格产品，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
困扰和烦恼，故要求电视购物频道
为其调换处理。

区消保委接诉后，要求消费者

提供购买商品的有效发票凭证，又
与该电视购物频道取得联系，告知
其认真对待消费者的售后投诉。按
照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电视购物
频道应负责处理消费者的退换货要
求，而不能“只管销售、不管售后”，
将消费者一味地推向厂方，变相增
加消费者的维权难度。同时，区消
保委告知商家，虽然内衣不属于《上
海市关于各类服装修、退、换的办
法》的“三包”范围，但一套内衣的裤
脚大小不统一的现象属于明显的质
量问题，应为消费者妥善处理。经
区消保委协调，商家答应为消费者
调换，并致歉。

内衣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除本身质量问
题，贴身衣物经穿试以后一般不予
退换，因此消费者购买时细心挑选
就更为重要。区消保委建议，消费
者最好选择熟悉的、信誉好的品牌，
购买后一定要保存好发票，第一时
间检查产品的实物质量，仔细查看
产品的各个部位，发现问题要及时
投诉。

■记者 陈玲

本报讯 记者近日了解到，7月1
日至8月14日，区人社局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
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此
次检查涉及各类用人单位，重点是
劳务派遣单位、中小型劳动密集型
企业、招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建
筑、制造、餐饮行业单位以及发生过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用人
单位。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支付职工

工资、遵守最低工资规定及依法支
付加班工资，是否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均在此次专
项检查之列。

据介绍，7 月 1 日至 7 月 26 日为
宣传动员阶段，督促用人单位对今
年 1 月以来劳动用工和参加社会保
险情况开展自查，主动纠正存在的
问题。

7月27日至8月9日则为执法检
查阶段，集中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
联合执法检查。

时令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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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诗抒胸臆

■刘希涛

八月
军号嘹亮
战歌嘹亮
每到这个季节
耳畔总会响起
那声清脆的枪响

八月
硝烟飘扬
军旗飘扬
每到这个时刻
眼前总会出现
那支穿草鞋的队伍
肩头扛着钢枪

啊，八月
灿烂的阳光
将历史丰碑照亮
啊，八月
绿色葱茏的季节
正好续写
——绿色和谐的诗章

上海名园之冠——豫园

八月品味夏天
生活故事

盛满爱的空瓶子

吻

红莲影梦 ■应书华

岁月悠悠

嫁妆的回忆

世相百态

■袁先安 文

“上海豫园”将在今年九月七日，
即豫园建园455年之际，正式登上祖
国“名片”，作为上海市民，我感到无
比高兴和自豪。这也是自1980年10
月 25 日起到 2007 年 4 月 8 日止，我
国邮政部门相继发行了《苏州园林
——留园》、《扬州园林》等中国江南
园林系列邮票之后第五套以园林为
题材的特种邮票。豫园是上海市中
心城区唯一的古典园林，也是上海
市唯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中国古典园林，可谓“上海名
园之冠”。

豫园坐落在繁华喧嚣的上海城
市中心，闹中取静，宛如一座占地七
十余亩的“城市山林”，而距今已有
400余年历史的江南古典园林，更像
一颗灿烂夺目的东方之珠。

豫园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它原是一座私人花园，取
名“豫园”，乃“豫悦老亲”之意（豫与

愉同义），之后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
兴替，历尽沧桑，它又不断地改扩建
直至今天的规模。目前可分内、外园
两大部分。其中内园占地 30 余亩，
著名景点有点春堂、大假山、铁狮子、
玉玲珑、快楼，内园静观大厅等亭台
楼阁以及游廊、溪流、山石，有四十余
处古代建筑。它具有明清两代南方
建筑的艺术风格，其中点春堂是上海
小刀会起义军的城北指挥所，是上海
人民革命斗争的遗址之一。园外有
湖心亭，是游人饮茶观景的好去处，
另有九曲桥和荷花池，原是豫园中心
的胜景，此地每年春节、元宵之际，都
要举办规模宏大的彩灯游园会，吸引
众多游人前来赏灯猜谜。

说到豫园，不能不提及新中国邮
票设计第一人，原邮电部邮票设计
室主任孙传哲。他曾在1964年为了
遴选中国邮票设计题材，专程从北
京来到上海采风。上海的都市风情
深深地吸引了孙传哲，他进行了实
地写生，创作了三幅画，分别是《上

海豫园——九曲桥》《上海九江路外
滩》和《上海金陵东路街景》，也为今
年不久将发行的《豫园》特种邮票奠
定了基础。

在邮票发行之前，上海豫园题材
已经多次出现在明信片和纪念封
上。本人收藏的一套 1961 年“上海
风景”中就有两张明信片，分别是

“上海豫园一角”和“上海豫园快楼”
的景致；第二套是 1976 年 2 月发行
的“豫园”专题明信片，共10张，其封
套就是展示九曲桥、湖心亭和荷花
池的实景照；第三套是 1987 年发行
的“上海”邮资明信片，其中也有一
张是“上海豫园仰山堂”。还有一枚
是 1987 年 11 月 20 日上海市南市区
职工集邮协会发行的纪念封，这是
为了纪念豫园建园四百周年而特别
制作的，纪念封上印制由郭俊纶创
作的“豫园全景揽胜图”，十分精
美。这些有关豫园题材的集藏品给
集邮爱好者对即将发行的《豫园》邮
票带来美好的期盼。

■费平 文

泡一杯香茗，独自坐在树荫下，
听蝉声四起的同时，翻一本自己心
仪已久的书，然后端起不太烫的茶
啜饮，滋润一下烦躁、干渴的心田
……不要以为这久违的情景是多年
前老茶客的专利，也是我，一个不嗜
茶但懂茶经的男子夏日里的一种休
闲与享受。

于是在品味香茗的同时，也在
品味着夏天。夏日里休闲少不了
吃、喝、玩、乐。然而因天气炎热，吃
不好、喝不好、玩不好也乐不好，惟
独喝得好。各种各样天然的、人工
的“汁”、“液”、“冰”、“露”以及五花
八门的“水”等如琼浆玉液，味美怡
人；还有各式瓜果，本埠的、外地的、
进口的、杂交的、高科技的，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给难熬的夏天送来清
凉。现在的夏天较以往漫长，高温
天数也较往年增多，自然在这方面
的花费也增多，但只要食之满口生
津，那脆、甜、香、爽的感觉确实撩人

胃口，也不考虑那么多了。不过，尽
管这么多好喝的饮料、好吃的瓜果
诱人谗涎，对在下而言，还是对茶情
有独钟，一杯香茗在手，不也同样悠
然自得？

夏天，街头风情万种的穿着，无
疑成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
吾辈一个大男人，在家中为抵御炎
炎夏日只穿一袭短裤、赤身裸背，在
孤芳自赏的同时，也尽情的、肆意的
去享受这夏日的情趣。

当然，即使这样，因受全球气候
变暖的影响，炎热的夏季还是灼得
人无处藏身。因此，此刻水成了第
一需要。于是江河湖海沸腾了，就
有了欢乐的浪花。本人虽不属“旱
鸭子”，但“泳翁之意不在游”，旨在
品尝碧水蓝天！那气清天朗、烈日
悬空的夏日氛围使我浸淫于泳池中
或躺在池岸，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
与惬意迎面袭来，那苍穹的深邃和
天宇的博大向我暗示自然界的造化
和伟大，更使我懂得夏天那永恒的
魅力与隽永的意境……

人生如夏天，无法十全十美。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换种心境去品
味它，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紫颜烟雪 文

我是在上大学以后，才有机会，
经常和父母在一起。他们远漂异乡
打工多年，在城市的角落，有个小小
的出租屋，一方属于自己的生活空
间。小屋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碎
物品，很多都是在我看来毫无用处
的，就像墙角的一袋塑料瓶。

每次晚饭后，我都会出去走走，看
看城市的光景，看看稀薄的月色。而
吃饭很慢很慢的父亲，总让这样的出
走成了我和母亲的旅途。

那晚，我和母亲走的是一条偏僻
的道路，四周破破烂烂，全是一些垃
圾回收的小门店。柔和的光线，可以
清晰看清每一户人家做着什么。一
路上，几乎所有人看到母亲，都会亲
切地与她招呼、闲聊。我的心里，充
满疑惑与不耻。远远地撇下母亲，回
去了，在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伤心
了很久。

母亲似乎并未意料到我的变
化。再一次出去，我执意地拉上父
亲，希望从他那里读出一点答案。还
是那条路，还是那样的人，打着那样
的招呼，父亲满脸微笑，像是看惯了
这样的场景，他只是陪着母亲走着，
与他无关。

回去的路上，母亲一路捡拾着别
人扔下的空瓶子，我虽不悦，却不知
道说些什么。路过小区门口的小桥，

澄澈的水面漂浮着两个大大的雪碧
瓶。母亲顿下脚步，像发现珍宝一
般惊奇。走去小河的边沿，够了几
次都没有够着，但她并没有放弃，在
路边的丛林里找到一个半米长的小
树枝，一点一点划水，很熟练的把空
瓶收入囊中。我是一个对面子有着
洁癖的人，决然忍受不了这样的母
亲。我在心底发誓，再也不和母亲
一起出去了。

小屋里来了位老人，干干瘦瘦的
只剩下皮肤与骨头的粘合，穿着的衣
服像披着的一层空洞。我站起身，让
老人坐在床上。

老人对母亲说：我要回老家去
了，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捡那
么多瓶子给我。以后，我再也用不着
了，你也不要再去捡了。

母亲指了指墙角，说：你把这些
拿去卖了，多点钱，路上也多个方
便。母亲边说边就要起身去提装满
塑料瓶的袋子，老人拉住她，两人又
说了很久的话。

我呆住了，原来，母亲的卑微，只
是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老人，一个在
这个城市里无以为计比自己更卑微
的老人。

当我终于理解母亲的时候，我知
道，那些空瓶子里，盛满的不仅仅只
是空气，也不仅仅只是一毛五分钱的
价值。而是，母亲对一个陌生老人满
满的爱，以及，岁月的宁静与安好。

■朱盛杰 文

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 95 岁
耄耋老人献给另一位躺在病床上的
92 岁耄耋老人深情的吻。他们相
濡以沫半个多世纪，抚育培养了三
个儿子。这一吻，虽没有年轻恋人
那么热烈，但却让观者动容。

前不久，95岁的他不慎将左大
腿骨摔断，进医院做手术被钉了几
枚钢钉。住院的那些日子里，92岁
的她日夜陪伴着，老伴出院后也不
要儿子找钟点工，自己每天陪着丈
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趁饭在
电饭煲烧着时，一个就坐在另一个
床边，戴着老花眼镜给另一个读着
报或唠着嗑解闷，还不时地抚摸着
另一个的双手。

儿子们每星期来看望一次，住
得较近的小儿子，每天早晨会推着
轮椅陪父母到附近的公园散步。一
天早晨，因小儿子有事，在公园散步
后回来时，母亲要他先走，自己一人
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回家，正好路上

碰到同楼的邻居就帮着一起推回
来，一直送到 16 层出了电梯，老人
说到家了，谢谢你，就谢绝了邻居
的帮助，自己推着老伴到家门，当
打开门锁准备进去时，老人觉得轮
椅有些倾斜，就用身体去阻挡，谁
知脚下不稳摔倒，造成右大腿股骨
破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就这样她也被送进医院动
了手术。

在她住院期间，他每天都要叫
儿子用轮椅将他推到医院老伴的病
床前，陪上一刻，或四手紧握，或倾
身伏耳边絮絮细语，临走时，还要挣
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蹒跚地来到病
床头弯下腰将脸慢慢靠近她的脸，
用嘴唇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
下，然后才又坐回轮椅由儿子推回
家，这时的两位老人眼中都闪着晶
莹的泪花，此情此景让同一病室的
病友及陪客无不动容：“这对老夫妇
多么恩爱啊！”

真不容易啊，两老恩爱到白头，
我不禁想起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
驹的一首《鹊桥仙》：“白头共咏，黛
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
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吴雯 文

最近，女儿的一个电话勾起了我
对往事的回忆。女儿问我，家里以前
那个红色的像一朵花的玻璃烟缸还
在嘛？还有红底白花的糖缸，红色的
花瓶在不在？女儿问的那些东西都
是我70年代末结婚时的嫁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次搬家，这
些物品留存不多，但我的记忆还是那
么清晰依旧。在 70 年代的后期，文
化大革命刚结束，那时人们结婚的嫁
妆大同小异。我的嫁妆除了女儿提
到的东西外，还有一套拉丝杯。有一
个托盘，上面是一只冷水壶，边上一
圈是杯子。颜色有红的，蓝的，绿的，
黄的，我选购了一套大红的，中间有
一圈螺旋型上升白色的拉丝。脸盆
是搪瓷的，颜色鲜艳，盆底是两条凹

凸的大金鱼，装了水后活灵活现的。
我最怀念的是八条被子，被里是当时
流行的棉的条型布，中间是棉花毯，
被面是真丝的。从制造的工艺分有
原缎的，织锦缎的，可谓琳琅满目，五
彩缤纷。这些嫁妆质量都不错，当时
上海是全国轻工业发达的城市，我们
上海姑娘有福优先享用，赢来外地人
的羡慕，许多人都到上海来购买。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玻璃糖
缸还在，那是因为我喜欢玻璃制品，
一直以为用玻璃制品装调味品有益
健康。红色的花瓶还在，虽然不用
了，我还是把它藏在玻璃橱里。玻璃
果盘还在使用。那些真丝被面在人
们热衷使用被套的今天，有的人把它
压箱底，但我每年还会缝制一、二条
使用，并且各种颜色轮换使用，我特
喜欢。

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子女们怀念
惦记着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幸福的象
征，是孩子们儿时的回忆，是那个时代
的缩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