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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纱”线毛衣
■王志良 文

樟木箱内有一件“纱”线毛衣，已
陪伴了我近 50 年。每每看到这件

“纱”线毛衣，总想起我的母亲。
小时候，一家六口仅靠父亲每月

40元微薄的薪水度日，那时母亲还是
个家庭主妇，后来父亲厂里招家属工
才进的厂，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家中
几乎不添置新衣裤，老大三年、老二
三年、老三老四缝缝补补又三年，更
别奢谈绒线毛衣了。

春秋之季，看到家中经济条件较
好的同学穿的外套都是用绒线编织
的毛衣，既美观又柔软。姐就央求母
亲也为其编织一件绒线衫，可家中连
日常开销也捉襟见肘，何来闲钱购置
绒线结毛衣。其时，父亲在工厂里是
一个纺车保养工，每月都会领到一副
劳动保护用的纱手套。父亲在工作
时舍不得戴，节省下来，回来交与母

亲。母亲则将纱手套储存起来，待到
一定数量后，拆了替代绒线，编织

“纱”衫。
经过整整一年多的储存，家里

纱手套已有十几副了。母亲先将
手套拆了，然后花了一个星期来编
结，一件用“纱”手套织就的毛衣终
于完工。而后母亲买来一包粉红
色的染料，放在锅里，加入大半锅
水，把锅搁在煤球炉上，水烧开后，
将“纱”线毛衣放进去染色。染色
后的纱衫外表粗看与绒线毛衣不
分伯仲。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见姐
姐穿着崭新的“毛衣”去上学，也缠
着母亲为我结一件。为此父亲只
得再积攒手套。

后来，父亲因工作时不戴手套被
领导批评。厂里的工友得知父亲违
反厂规的原因后，纷纷将“多余”的手
套赠送给父亲。母亲用充满着工友
情谊的纱手套也为我编结了一件“毛

衣”。穿上后，尽管有的地方偏松，有
的地方偏紧，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它。
不过因为怕同学们讥笑我这不是一
件真正的毛衣，我只是将这件“毛衣”
穿在外套里面，从不示人。

直到从农场返沪进了单位，我用
第一个月的薪水去南京东路上的恒
源祥绒线店买了一件米黄色的开司
米套衫，才终于有了一件梦寐以求的
羊毛绒线毛衣。

成家以后，妻编织的毛衣水准不
知比母亲要好多少，可我时不时还央
求母亲每隔一年半载为我织一件绒
线衫。我喜欢母亲在织毛衣前用大
拇指与食指一指间一指比对着为我
丈量尺寸时的情形、喜欢母亲温暖粗
糙的手在我身上比划的感觉、喜欢母
亲柔和注视着我的目光。

如今母亲已不在。我时常在梦
中穿上母亲织就的毛衣，醒来已泪沾
枕巾。

岁月悠悠

轰动
■周彭庚 文

1978 年，不仅在新中国的历史
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改
变了许多人生活的轨迹。连我们这
一对默默无闻的知青夫妇，竟也无心
插柳，几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插队在离家仅十几里的农村，
来去便利，算是很幸运的了。妻子原
是中专毕业生，在“上山下乡一片红”
中被“红”到了黑龙江。因实在忍受
不了“冬无煤烧睡冷炕，夏踩冰水涉
大田”的天寒地冻，多方“烧香拜佛”，
转插到我们公社。“相逢何必曾相
识”，我们走到了一起。

1997年，改变命运的曙光渐露。
“中专毕业生”重新分配工作的

传言越传越真，妻子心头燃起了希
望；“恢复高考”一声惊雷震天动地，
给我们这些“升学无路，招工无门，参
军无望”的普通知青带来了福音。

1978 年 1 月，妻子收到了一纸
“招工通知”，虽然报到单位极不如意
——一个仅几十人的“农具厂”，而且
是“学徒工”，一个月仅仅21元的“学
徒工资”，要知道，妻子已近 30 岁了
啊！但跳离了“终年劳作也养不活自
己”的农村，到了“旱涝保收”的工厂，
就好比是从“糠箩跳进了米萝”，喜悦
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1978 年 4 月 9 日，我收到了“高
考录取通知书”。我哥哥是个直性
子的人，当天，就请了好几个同事，
骑着三辆“黄鱼车”，从农村把东西
搬回来。到了镇上，他们不是直奔
家门，而是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
在不长的街道上浩浩荡荡走了个
来回，而且边走边高喊：“我弟弟考
取了，他们两个人都‘上’来啦！”就
如油锅里撒进了盐，我们的小镇炸

开了。当晚，认识的，不认识的，好
多人涌进了我家，索要资料，讨取
经验，简直把我看成了神而不再是
那个他们熟悉的一无所有的穷知
青。其实，我考取的，只是当地的
一所“师范学院”。不过，当时人们
追求的是“录取”，跳出“农门”——
这好比是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一下子住到了“有风有雨有阳光”
的高楼大厦，眼睛尚未适应明媚的
光线，楼层高低，面积大小，暂时还
没来得及考虑。

5月，在我们多次向当地的户籍
机关申请后，我们儿子的户口也迁到
了他妈妈的名下。至此，我们一家三
口才真正脱离了又爱又恨的农村。
当然，这次的“轰动”要小得多，只有
我们家里人庆祝了一下。

我们的班级，不仅在我们学校，
恐怕在全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特点有三：人数多，近60人，
后来听说，是负责招生的校领导颇有
同情心，把政策内能招的一个不落招
了进来；年龄差距大，最小的 18 岁，
最大的32岁，近半数人已婚，有的已
是3个孩子的爸爸，好几个人的小孩
都能打酱油了；社会阅历广，聚集了
各行各业的“精英”，除了工农基本队
伍，还有养蜂的、唱戏的、卖肉的、当
干部的，仅大队党支部书记就 4 个，
退伍军人6个。当时，师范生不仅不
收学杂费，还每月发放 16 元的伙食
费和 5 元的零用钱。别小看“5 元
钱”，能被我们派上大用场。那时，

“美加净银耳珍珠霜”刚面世，我花了
“巨款”2.68元买了一瓶带给妻子，被
嘴快的“密友”透露出去，竟也在班级
引起了轰动——在彼时彼地，他们眼
中，绝对是“土豪行为”，不亚于今天
买名表名包。

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不过，
冲去的是浮尘，留下的是刻骨铭心。
1978年，我们转变命运的一年，当时
的一颦一笑，相隔40年，仍是历历在
目，越老越清晰。

我的40年

古镇之夜
■钟丞宸 文

夏日，我应无锡好友老陶之邀
赴周铁古镇参加一个活动。

初到古镇，我便被这里的静谧
所吸引。古镇，犹如一幅古朴而清
丽的画卷，即使曾经被岁月所磨损，
然而经过充实、新生，又辉煌呈现在
人们的眼中。

因活动需要在古镇多待上一天，
到了夜晚老陶提议夜游古镇，我欣然
同意。白天赶路途和活动中的喧闹、
烦躁、困顿，积郁在我的身上。此时，
月色如银，河水如诉，凉风如扇。月
光如铺天盖地的银河泻下，月辉和星
辉沐浴着这座古镇。平静的河水缓
缓地流淌，流遍大街小巷。此时我能
想到的就是赵嘏《江楼感旧》中的那
句“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如水，水
亦如天，水天一色，天地交融。我们
静静地看着此时的古镇，静静地走着
……清醒、怡静，还有一丝慰藉的思
绪在心头。

走在古镇的街道上，踩着树影下
斑驳的青石板路面，两旁紧挨的树丛
蓊蓊郁郁，从中传来知了的聒噪声。
眼前弯弯的桥影倒映在一泓清水里，
水波盈盈，灿若星河。远处能听到蛙
鼓声声，微风拂过潺潺的流水。

看小巷旁鳞次栉比排列的老屋
屋脊上，被月光刷洗得一片洁白，四
周的空间似乎都被那明净的月光扫
亮了。屋前爬满紫藤的花架和倒映
在小河里的铺陈着爬山虎的老院
墙、老的镂空壁窗，滋生出一种自然
的清凉。我们踱步在这小小的空地
上，每到之处，都将那月光踩得支离
破散。

我们就这样在月光下走着，整个
身影都被那月光清晰地变了形地贴
在了地上。走着走着，忽然从不远的
地方传出古琴曲《潇湘水云》，我俩寻
去看到的却是一灯光昏暗的路边小
书店，七十有余的卖书老先生坐在角
落里自顾自地弹着古琴。

我们在店内转了转，多是一些杂
书和有关地方史志的文史书。

来了也不好意思空手走，我们边
聊边选书。老陶和老先生说起了这
么多年来周铁的故事和人文风物，看
中了一本前几年印的《周铁镇志》。

他准备将这和另外几本书一起买
了，哪知老先生抽出《周铁镇志》说
这本不行，看你也是读书人，我给你
找本影印版吧，包你喜欢。老陶问
多少钱，老先生让老陶地址给他寄
给老陶满意了再给他寄钱，老陶觉
得甚好。

从书店出来我俩继续往前走
着，一下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人山人
海的热闹场面。那里正在进行一场
酬神戏的演出，原来我们已经不知
不觉地走到了城隍庙戏台这里。这
里演的酬神戏大多是地方戏曲里的
传统戏，表演的演员也是古镇里的
居民。

戏台边有三两老人，摆出躺椅，
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蒲扇拉着家常，
还有背靠杨树边闲聊边吃着西瓜的
人们，凉风习习，我俩也挤入了人群
中，有滋有味地看起戏来。

我真想不到在这么一个古镇里，
竟有着如此丰富的酬神戏，吹着如此
浓浓戏曲的夏季之风。古镇热烈而
快乐的场面，顿让人觉得，这个古镇
有灵性。

是时，月光朗照着夜空，朗照着
古镇，朗照着那悠悠岁月里，小巷旁
一江绿水曲波。

旅游日记

世界杯琐忆
■张佳 文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经过一个
月的鏖战，终于落下帷幕。像送别一
位四年一见的老朋友，依依不舍，却
又不得不说声再见。关于世界杯，我
这个“老球迷”总能燃起无数美好的
回忆。

小时候没有网络，世界杯主要在
报纸上“看”。当时报纸上报道中国
队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从此有了

“黑色三分钟”一说。94年美国世界
杯，卫冕冠军德国队意外翻船输给了
保加利亚。我还记得当年报纸一篇
文章题目叫《玫瑰之国沸腾了》。还
有报纸模仿《三国演义》的体例用古
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报道比赛进程，
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后来看世界杯，更多的是在电
视上。有条件要看，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看看。97 年刚读大学那
会，是在大学餐厅里端着饭盆看中
国队十强赛，大家一起为中国队冲
击世界杯摇“盆”呐喊。可惜当年号
称最强的国足接连败给了伊朗沙
特。98年学校组织在阶梯教室播放
法国世界杯开幕式巴西对苏格兰的
比赛，我还记得是和一位姓周的同
学一起看的。其余比赛都在夜间和
凌晨，宿舍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网
络和电脑，只能每天七点钟在教室
里看看新闻联播最后那几分钟的世
界杯报道。有同学头脑活络，晚上
在宿舍就用小广播收听比赛实况。
隔壁宿舍却不知哪里弄来一个巴掌
大的袖珍小电视机收看比赛，屏幕

小得连球在哪都常常看不到。即使
这样也足以羡煞旁人。

还记得98年母亲和姐来无锡看
我，我们特意一起从无锡坐火车去苏
州姨妈家过了一个周末。一是为了
探亲，另外也是为了能让我观看几场
世界杯的比赛。记得看了一场德国
队对南斯拉夫的比赛，最后比分定格
在2比2，比赛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
确不虚苏州一行。白天在苏州逛街
的时候，工作多年的姐还给体育课选
修足球的我买了一双几百元的足球
鞋，那是当年我穿过的最贵的一双
鞋，后来回到学校还让一帮穷哥们羡
慕不已，让我虚荣了一把。

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喜欢凑热闹
看球，而且有时候比我好像更关注球
赛。依稀记得 94 年世界杯决赛那
天，父亲一大早把睡眼惺忪的我拉起
来看重播，说点球大战巴西队赢了。
02年世界杯，父亲对我叹息道，今年
的卫冕冠军法国小组赛就淘汰回家
了。06年德国世界杯是父亲观看的
最后一届世界杯。记得那个大夏天，
父亲经常一个人拿着一把扇子一边
扇凉兼赶蚊子，一边打着赤膊躺在床
上看球。我和父亲一人一个房间，一
人一个电视机看球。一晃十多年过
去，父亲早已远行，不懂事的我，如今
再想和父亲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球，
早已是奢望。

物换星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
边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人们的
娱乐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但我
对世界杯的喜爱从未消逝。那些有
关世界杯的记忆里，有青春，有情怀。

世相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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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及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8月18日，
杨浦区共有 295 个居委会依法进
行换届选举，共选出1679名居委会
成员。

选举当天上午，区委书记李跃
旗，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区政
协主席邰荀，区领导丁欢欢、王晓
诚、王桢、黄红、刘东昌、麦碧莲、盛
俊杰、王莉静、顾毓静、李雅平、周
海、邵志勇、李长毅等一行分别赴部
分选举大会会场，视察投票选举工
作，慰问选举工作人员，观摩选民投
票过程。

全区 12 个街镇共设选举大会
主会场 295 处，投票站 629 个。在
本次居委会换届选举中，有 288 个
居委会采用直接选举方式，直选率
达到97.6%，较上一届提高0.7个百
分点。全区登记选民数为59.73万
人，经广泛宣传发动，有52.52万人
参 加 了 投 票 选 举 ，参 选 率 达 到
87.9%。换届选举以后，本区共有
居委会主任 295 人，副主任 57 人，
委员 1327 人，其中，最年轻的居委
会主任仅为31岁。
■记者张蓓 项来婷 高靓 成佳佳

本报讯 今年第18号台风“温比
亚”于8月17日凌晨4：05分在浦东
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 9 级（热带风暴级），成
为自1949年以来第5个直接登陆上
海的台风。1个月内有3个台风直
接登陆上海，为有气象记录（1873
年）以来首次。面对“温比亚”带来
的恶劣天气，杨浦各部门、街镇积极
应对，快速反应，全力保障台风期间
市民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台风影响期间，16 日下午，副
市长时光辉来杨浦检查防台防汛
设施情况，实地察看了民星南排水
泵站、上海市防汛物资储备基地杨
浦虬江仓库、五角场地区道路积水
点移动泵车驻点保障点，区委书
记李跃旗，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
钢，区委常委、副区长王桢陪同。

16日晚，第18号台风“温比亚”
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在市防汛指挥部
召开。李跃旗、谢坚钢、王桢参加
杨浦分会场会议。

会后，李跃旗传达了李强书
记重要指示，对做好抵御“温比亚”
工作进行了部署。李跃旗强调，全
区各街镇、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按照市防汛指
挥部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本次防
台工作再部署、再检查、再落实，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区安全
有序运行。要加强应急值守，第一
时间处置险情。要做好查漏补缺，
抓紧排查薄弱环节。要有序应对，
快速响应，及时处置。一方面做好
受灾群众秩序维护，另一方面做好
参与抢险队伍自我防范工作。同
时，做好第二天早高峰交通保障
工作。

据了解，今年投入使用的民星
南排水泵站，不仅补齐了杨浦滨江
排水系统的短板，还同步提高了防
汛标准，在防台防汛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此次防御台风“温比
亚”，本区重点加强了对玻璃幕墙、
广告牌、店招店牌、空调外挂机、灯
箱、花盆支架等建筑附着物风险隐
患的排查。截至16日18时，全区共
拆除户外广告、店招店牌776块，加
固户外广告、店招店牌488块，加固
树木50棵。 ■丁璐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
坚钢日前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实地检查了康源养老院、魔方公
寓等地。

在康源养老院，谢坚钢指出，养
老院要加强规范化操作和管理，及
时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同时结
合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相关安全设施配备，为入
住老人提供周全服务。

在魔方公寓，谢坚钢指出，安全
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相关企
业应切实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完善人员、设施配备，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监
管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隐患，确保城区安全运行。

区府办、区安监局、区民政局、
区公安分局、区消防支队和有关街
道相关负责人参加。 ■项来婷

延吉物业公司近期对辖区内19幢高楼，15个街坊13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进行了安全大排查，尤其对多层住宅楼的
三大件：雨篷、晾衣架、空调架，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加固。图为工作人员昨日在延吉六村15号楼加固空调架。■种楠 摄

295个居委会完成换届选举

急难愁事有人管了 最需要解决的解决了

江浦：“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开工

杨浦全力保障台风
期间城市安全运行

本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杨浦区“一线工作法”有效畅通干部联系群众渠道
■记者 张蓓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地
和总部不在一处，是否适用生产企业
自产货物的出口免抵退税政策？”今
年2月，杨浦区税务局在走访企业大
调研过程中，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姚力挽带着问题前来求助。
面对企业诉求，区税务局第一时间派
出税务专家团队上门“会诊”，并与市
相关部门多次对接，经反复研究，认
定该公司可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在
税务人员的辅导下，上汽大通汽车有
限公司很快办妥退税手续，收到了第
一笔出口汽车的退税款。

这是杨浦结合大调研深化“一线
工作法”的一个案例。2005年，杨浦
不断深化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普遍走访、联系服务群众机制，逐

步形成情况在一线了解，问题在一线
解决，工作在一线推动，干部在一线
考评的“一线工作法”。

今年7月，杨浦在区委全会上发
布深化拓展“一线工作法”的决定，在
原有干部联系群众机制基础上，拓展
调研的主体和对象，在一线知民情、
解民忧、聚民智、听民意，将大调研工
作模式固化成一种常态。

上门走访实现两个“全覆盖”
2004 年，转型中的杨浦百废待

兴。区内国有企业从1200家锐减到
200家，产业工人从60万下降到6万，
各类社会救助对象列全市中心城区
第一，二级以下旧里和棚户区占全市
四分之一，旧改、就业、救助压力增
大，基层积聚着大量民生问题，迫切
需要上级党组织回应群众诉求，解难

题保民生。
2005年，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

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当时很多机关干
部都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

“三门干部”，于是杨浦结合先进性教
育正式推出了“一线工作法”，推动机
关干部下基层、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今年以来，杨浦进一步擦亮“一
线工作法”品牌，实现调研主体和调
研对象两个“全覆盖”。拓展调研对
象，从原来更关注困难群众，扩展到
全体市民，覆盖居民、企业、高校和各
市场主体；拓展调研主体，从原来的
领导干部，拓展到全区机关干部和有
执法权的企事业单位。

今年 3 月，杨浦上线了“我在一
线·杨浦大调研”手机APP暨信息工
作创新平台，机关干部带着手机进行
基层走访调研，通过手机实时录入居

民需求，云端同步问题到电脑终端和
后台，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数据统计。

从今年 1 月到 7 月，杨浦全区 64
个调研主体带着手机APP、微信公众
号、温馨提示卡等深入基层一线，运用
走访、暗访、座谈、蹲点、联合调研等多
种方式，调研了全区2.7万家企业、47
万户居民，共收集到13427个群众问
题，全区问题解决率超过89%。

走进社区解决急难愁问题
“高高在上”无法了解民情，迈

开步子走到一线去才能知道百姓
心声。 （下转第 3 版）

■记者 杨晓梅

近日，江浦路街道辽源三村、辽
源四村（以下称辽三、辽四）居民区

“美丽家园”建设工程开始进场施工，
成为全区首个开工的“美丽家园”建
设项目。

改造春风吹到“辽字头”
江浦路街道是“老旧新”相结合

的社区，其中辽源三村、辽源四村等
“辽字头”居民区，陈家头等“陈字头”
居民区，以及张家浜等“张字头”居民
区，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老旧

小区。
自年初“大调研”工作开展以来，

居民诉求中反映老旧小区的问题越
发集中和迫切，其中“辽字头”小区环
境的“脏乱差”、设施的“破旧衰”显得
尤为突出。

在走访“辽字头”辽三、辽四居民
区时，居民反映的问题涉及：错综复
杂的电网线、随意搭建的晾衣架、破
损失修的建筑外立面、随手丢弃的垃
圾、乱停放的共享单车、七家部队围
墙的隔离、四家物业的分散管理等。

带着居民的问题和诉求，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多次召开辽三、辽四老

旧小区问题座谈会，根据市政府“美
丽家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及区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新一轮“里子工程”的
工作方案》的要求，借新一轮“里子工
程”的春风，将辽三、辽四作为江浦
2018－2020“里子工程”三年行动规
划建设的第一批小区。

据介绍，辽三、辽四居委会下辖7
个住宅小区，东至许昌路，西至打虎
山路，北至控江路，南至辽源二村。
通过前期的调研排查和论证，街道聘
请同济规划院、杨浦建筑设计院根据

“两居合一、七区融合、拓展空间、畅
通共享”的设计理念，为辽三、辽四量

身打造“共享、活力、绿色、健康”的改
造方案，将人文温情嵌入小区元素，
将人文关怀植入绿化设计，将红色记
忆融入空间打造，“以人为本”，打造
出有绿化环绕、有休闲长廊、有美丽
建筑、有格局有空间的美丽家园。

街道用时一个月对这 7 个小区
2868 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全面的意见
征询， （下转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