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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抒胸臆

十里荷塘绿映水，
凌波红粉娇颜醉。
袅袅婷婷迎客立。
风骤起，
飘摇扰动琼瑶碎。

俄顷潇潇雨又坠，
轻敲荷叶声声脆。
叶上溜圆珍珠缀。
分外美，
银珠红瑙绿翡翠。

渔家傲·咏荷
■茅献鹏

草亭放歌
■王养浩

同窗会
满堂银发童颜，拱手喧。
记否同学少年，稚声甜。
书浪间，营火前，乐思贤。
朗月今宵笑圆，望婵娟。

沙家浜
晨曦银纱碧湖，飞鸟鸣。
红瓦椰林绿茵，草木青。
沙家浜，芦苇荡，轻舟行。
春来茶馆客盈，会群英。

钱塘行
彩霞钱潮惊艳，碧水间。
古时宋城在前，车马喧。
淌溪涧，探茶园，寻龙泉。
晶星华庭佳宴，醉无眠。

乐忆算盘
■周彭庚 文

62 年前，我升读小学三年级，增
学了一门功课——珠算。那时，在我
们那个小城镇，高小毕业生就算是

“知识分子”了，会打算盘甚至可以找
到“账房先生”之类的事做，那可是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体面轻松，还
有一定的说话分量。

每次上课，老师会带着一把硕大
的算盘过来，长约一米多，宽半米不
到，有多少档没机会数过，但估计有
20 多档，每档上有 7 颗算盘珠，上二
下五。它与一般算盘不同之处，是每
根档子上缠绕着细毛，这样，挂在黑
板上演示时，算盘珠就会固定在它该
在的位置，不会下滑，只不过拨动时
要用些力气。

学校里开设珠算课的三四年级，
共有 8 个班，就这一把教学用的算
盘。珠算课排在第一课时，老师会带
来。而在第二、第三课时，我们几个

“积极分子”就有机会一显身手了
——打听清楚上一课是哪个班，一下
课就冲过去，把算盘抢到手，唯恐被
其他班级捷足先登。虽然老师一再
说，各班珠算课是错开安排的，不会
没算盘用，但没人相信，总是要奔过
去“抢”。扛着算盘，雄赳赳气昂昂地

“得胜回朝”，还可赢得全班同学伸出
的大拇指，可以神气好一阵。大约是
被同学们学习珠算的热情感动，老师
再也没阻止我们去“抢”算盘。

老师的算盘只是用来演示，是不
让学生随意碰的。学生练习，必须自
带算盘。这可难住了不少人。当时，
大部分人家手头窘迫，每一分钱都要
用在吃饭穿衣的“刀口”上。单为孩
子学习买算盘总感到“划不来”，谁知
道以后会不会用得上。不像现在的
家长，“宁可苦自己，不能穷孩子”，为
孩子学习舍得花血本，一掷千金在所
不惜。不过，“天下事难不倒有心
人”，“借算盘”就成了很通行的做
法。别看都是些小孩子，“说好话，拉
关系”“投其所好送小礼”之类的小把
戏玩得也顺溜。

我自小就有点儿傲气，不想低声
下气求别人，但又开不了口让家里买
算盘。“知儿莫如父。”开学第一天，父
亲下班回来时，夹着一大包东西。我
接过来打开，差点儿要跳起来——竟
然是一把算盘！我正为第二天没算
盘发愁呢。不过算盘不是完好的，框
架是散开的，木档和珠子也是散乱
的。爸爸说，这是他在店里仓库的角
落里无意间发现的，就向老板要了回
来。我们父子俩顾不得吃晚饭，就动
手拼凑。这倒一点儿也不难，按照横
档和竖档原有的榫口插进去，再将穿
上珠子的一根根档子也依次插入，算
盘就基本复原了。但少了3根档子和
4 颗珠子。我灵机一动，用 3 根筷子
削细削圆就成了档子。珠子一时无
法凑齐，爸爸说：“就让它空着吧，反
正也不影响使用。”对此我虽是半信
半疑，但也没有办法，也只好这样
了。最后的难题更好解决，榫口松动
是它散架的原因，只需用绳子捆扎紧
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我斜挎书包，手拿

“伤痕累累”的算盘，蹦蹦跳跳奔向学
校，喜悦填满了全身，上课都是精神饱
满，尤其是珠算课。学哥学姐们传说
的十分难背的“口诀”，我一听就懂了，
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念了几遍，不但把
老师刚教的加法口诀，连没教的都顺
口背得十分流畅，而且搞清了口诀的
内在含义。比如，“一上一”直至“九上
九”，是最简单的，第一个数字是表示

“加数”，后面的数字是表示“拨珠动
作”。而看上去难一些的“一下五去
四”“一去九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
之类，只不过是要把加数和原来档子
上的数目凑成“五”和“十”，然后再按
数拨珠。如“一下五去四”，表明加数
是“一”，上部拨下一颗代表“五”的珠，
下部去掉“四”；“一去九进一”，表明加
数是“一”，在该档上去掉“九”，在前一
档上拨上“一”；“六上一去五进一”，表
明加数是“六”，在该档下部拨上“一”，
上部去掉“五”，即一颗珠子，再在前一
档上拨上“一”。要牢记的是，每档下
部的一颗珠子代表“一”，而上部的一
颗珠子代表“五”。脑子想通了，拨珠
动作也就相匹配了，动作自然就快了。

学珠算，我体会到父母亲常说的
“有钱难买到‘愿’”这句话是千真万
确的，凡事只有愿做，才能乐做苦做
做好。

学好了珠算，虽没当成“账房先
生”，却也让我少吃了很多苦头。下乡
插队后，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
法，遵循“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
导，挥锄舞镰战天斗地。果然，我还真

“大有作为”了。整个大队的十多个小
队会计，真正通账理、会打算盘的屈指
可数。每到年底结算，他们总要抓耳
挠腮，苦熬通宵。不愁眉苦脸二三十

天，是拿不出账目的。而我，拿到账
本，三下五除二，一个小队的账目，一
两天就算得清清楚楚，直把他们惊得
张大了嘴巴。我虽会“打算盘”，“会
计”却不能让我做——毕竟是“外来
人”。但无论是在代他们算账期间还
是平时，“关怀”“照顾”自然是不少
的。苦活、脏活、累活基本轮不到我，
而所记工分却不低，我是我们一帮知
青中唯一一个能靠“工分”养活自己
的。不像其他人，辛辛苦苦劳动一
年，一结算，还欠生产队的钱！

30 年前，儿子也要学珠算了，我
把搁在一边多年的算盘，再加以整
理。不过这次容易多了，妻子在“农
具厂”工作，车、钳、刨工具齐全，利用
工作之便，补全了缺失的珠子和档
子，并用铜皮做了包角，算盘的面貌
焕然一新。框架朴实厚重，珠子晶莹
圆润，档子滑溜纤巧，不仅牢固、扎
实，而且威武、漂亮。儿子爱不释手。

现在，算盘已被束之高阁，无人
问津，但我仍不时拿出来把玩把玩，
活动活动手指。孙女有时也凑上来
拨弄几下。但我知道，要她像我一样
对算盘产生浓厚的兴趣，已不可能
了，因为有更多、更新的知识本领吸
引着他们去研究去操作，展示在他们
面前的道路更宽广，更诱人。

当然，我们也不必一直沉湎在过
去的快乐中，伸出我们的手，让他们
拉着一起学点儿新知识，新本领，去
获取更多的快乐。

岁月悠悠

恩赐
■丁国平 文

进入杨浦图书馆，最大的幸福倒
不是借阅到当代新书，或是世界经典
名著，而是你觉着一种叫做“上帝的
恩赐”的感觉。

在干净整洁的二楼外借图书馆
内，一排排矮柜里全是书。书呆子们
舍得花时间在柜中寻觅，如同麻雀们
在草丛中觅食，都是风雅的事。只是
好书放在最底层，导致书迷们不得不
蹲下身子，伸长脖子，慢慢地寻觅。
时间一长，猛然站起，眼前会出现一
阵黑暗，瞬间失去光明，显然是供血

不足的缘故。每一位读者遇到这种
情况，心中所渴望的不是其他，而是

“上帝的恩赐”——给我一张小板凳
坐一坐，我虽不能够撬动地球，但绝
对能开掘幸福的源泉。

服务读者也是一种文化的自
觉。她们把书理好只是常态的工作，
而把心用在读者的身上，就是一种文
化的自觉，让这个民族有更多的书生，
有更多的文化人，这种意蕴需要人慢
慢地感受与体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
里，几乎每一排矮柜间都放着一只散
发金色光泽的小板凳，以此代替震天
响的口号，这一下方便了白发苍苍的
老者、匆匆而来的中年汉子、清纯靓丽
的少女以及专心阅读的母子。

何谓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心理
的满足；何谓享受？享受其实就是心
理满足的过程。

我得到过“上帝的恩赐”，体认过
这一举世无双的幸福。老实说，在一
批新书面前，我有足够耐心寻觅好
书，全仗着“小板凳”带来的宁静感。
我先后觅到朱永新的《梦想因阅读而
生》，这是关于阅读成悟的微博体，因
而想起自己所创作的《静斋读书箴
言》来，更坚定自己把读书的话题写
下去的勇气。还觅到袁腾飞讲历史
的三本书、张岂之主编的《中华文化
的底气》、聂震宁的《阅读力》，《陈布
雷回忆录》以及《人才战争 2.0》、《致
胜力》、《思维导图高手》等。

若无那一张小板凳，我是无法
足够耐心地寻觅到这些书的。过
往，有多少好书在缺乏耐心中没有
扑进我的眼帘……

如此说来，真的要感谢“上帝的恩
赐”——杨浦图书馆里的小板凳们！

杨浦记忆

送奶晨曲
■叶基馥 文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个牛奶发
放亭。每天凌晨 4 时左右，便传来

“咣当”、“咣当”的奶瓶撞击声。这
是牛奶发放员正在搬卸一箱箱的牛
奶。在我听来，这打破黎明的奶瓶
声是一曲“阳春白雪——和者（喝
者）寡”。一般工薪阶层，早餐能喝
上一碗豆浆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再
放点油条、虾米、葱花，喝碗鲜味十
足的咸浆，真要开心得笑出声来。

于是，每当我走过十字街头的
那间亭子，总要瞅一眼亭内那一瓶
瓶难以预订到的牛奶，脑海里便跳
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面包会有
的，牛奶也会有的”。这是前苏联电
影《列宁在 1918》中的一句经典台
词，引发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什么
时候我家也能订上牛奶，尝尝只闻
其香不知其味的牛奶味道？

那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市郊星
火农场 28 连务农，看到了连队好几
头牛，心想这下该有牛奶喝了吧。
然而不但喝不到一口牛奶，而且连
我听惯了奶瓶的撞击声也没有了，
听到的是“哞哞”的牛叫声。一问老
农才知道，连队里养的是耕牛而不
是奶牛。

1981 年，农场真的运来了一大
群奶牛，就在我们连队的附近办起
了奶牛场，后来发展为上海乳品四
厂有限公司。连队的一部分棉田、
水稻田，也改种为供奶牛吃的饲料
田。每天看着一车车的新鲜牛奶运
往市区，连队一些农友十分羡慕，向
我提出是否与奶牛场联系一下，网
开一面让“家门口”的农友也能喝上
新鲜牛奶？当时我是连队副指导
员，便一口答应。我先统计了一下
预订的人数，然后与奶牛场负责人
联系沟通。对方同意了，不过提出
每天这 30 多瓶的牛奶，需由我们连

队派人领取。
为了让好事办好，也让自己能

早日喝上牛奶，我自愿当起了义务
“送奶工”，用食堂那辆装运猪肉的
自行车装运牛奶。记得第一次取
奶，当我载着满箱的牛奶，沿着洒满
晨曦的机耕路向连队驶去，仿佛载
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既小心翼翼，
又满怀希望。一路上听着那曾熟悉
的“咣当”、“咣当”的奶瓶撞击声，犹
如在听一首优美的晨曲。

到了连队分发完牛奶，我便把
自己订的那瓶细细端详了好一会，
看完包装再看包装纸上的文字，然
后轻轻拉开瓶口上那根涂上蜡的细
绳，再揭开封在瓶盖上的纸，顿时一
股特有的奶香味扑鼻而来。当我喝
上人生第一口牛奶，那浓浓的奶味
让我回味无穷，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了一年半的“送奶工”，1983年
年初我“顶替”回城后，发现申城的牛
奶亭增设了不少，但仍不能满足广大
市民的需求，每天清晨亭外总排着一
支长长的队伍。不久我到了街道工
作，街道有位叫“大龙”的同事正好住
在牛奶亭附近，与代售牛奶的是邻
居。为了免遭排队之苦，我和单位好
几个同事便托她代买，于是这位同事
当起了我曾经的角色——义务“送奶
工”。每天一上班，她顺便把买好的
牛奶放到单位小食堂，然后由预订
者去领取。直到 1991 年街道撤并，
她才卸下了“送奶工”的重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
立，全国乳品业迅猛发展，上海也同
样如此。牛奶不再成为供不应求的

“稀缺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还诞
生了一支专业送奶工。每天清晨，
无数送奶工迎着晨风，踏着晨曦，把
一瓶瓶新鲜牛奶送进千家万户。

印有“光明乳业、送奶上门”字样
的奶箱，挂在我家门口已有十多年。
巧的是，送来的牛奶由上海乳品四厂
有限公司生产，正是当年我所在连队
附近的那家奶牛场。每天清晨当我
打开奶箱，取出“新鲜每一天”的牛
奶，竟颇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翻天覆地之感。

世相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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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1 日 ，区 委 书 记
李跃旗主持召开区委大调研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大调研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前一阶段大调研工作并部署推进下
一阶段工作。李跃旗指出，大调研工
作开展以来，区各部门、各街镇紧紧
围绕“我在一线”这一主题，以服务群
众、服务企业“双十”集中行动为重要
抓手，持续深入抓调研实施、集中精
力抓问题解决、固化成果抓建章立
制，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态势、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
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区领导谢坚钢、程绣明、丁欢欢、
王晓诚、王桢、黄红、卢焱、刘东昌、盛

俊杰、赵亮、徐建华、吴伟国、任湧飞、
谭滨出席。区分管负责领导分别汇
报了6月以来大调研服务群众、服务
企业“双十”集中行动的推进情况。

截至8月底，全区64个调研主体
开展各类调研 77602 次，调研对象
534094 个。其中，调研企业 28448
家、社区居民498345户（次）；反映问
题17038个、已解决问题15232个、收
集意见2381条。

李跃旗指出，下阶段要用更大
的力度、更足的干劲、更实的举措，
牢牢把握市委开展大调研的初衷和
目标，努力在“精准”两字上再下功
夫。要更加精准开展调研走访。抓
紧拾遗补缺，把前阶段没有覆盖到

的调研对象及时补上，有针对性地
开展深度走访，重在核实情况、确认
问题、反复求证、找准症结、问计问
需。要更加精准推动问题解决。对
于由本区牵头认领的市级层面复杂
重大问题，区相关责任部门要针对
问题再调研、再剖析、再求证，群策
群力、分工协作，拿出解决问题的实
招、真招、硬招；对于区委、区政府领
导牵头协调的区级层面复杂重大问
题，要结合“双十”集中行动、蹲点调
研，对问题再聚焦、再细化，抓紧推
动研究解决；对于各部门和街镇收
集的各类问题，各单位主要领导要
亲自挂帅研究，层层传导压力、明确
解决主体，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的

诉求。要更加精准推进常态长效。
区领导要形成蹲点调研报告，力争
解决一类瓶颈问题、形成一套长效
机制；区委大调研办要牵头研究落
实总体性制度安排，制定大调研专
项考核指标体系，为全年工作目标
考核提供重要依据；各部门、各街镇
要着手建立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大调
研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在氛围营造
上，要结合阶段工作特点，加强宣传
报道。 ■张蓓

本报讯 9 月 3 日，开学首日。早
上 7 点半，民办阳浦小学校门口开始
有学生陆续进校，学校所处河间路路
面较为狭窄，而前来送学生的机动车、
电瓶车、自行车等车辆络绎不绝。杨
浦交警组织力量开展道路巡查、排堵
保畅、执法管理，大桥街道派出所也派
出民警参与维护现场秩序，还有几位
身穿绿色马甲的家长志愿者帮助疏导
来往车辆行人，护送学生穿过马路，成
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天，杨浦交警加大对本区60所
沿街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道路巡逻管
控，叠加两轮巡管及辅警固守力量，开
展不间断机动巡逻。据悉，开学前，杨
浦交警已对辖区小学配备的校车进行
了全面检查。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加
强学校周边执法整治，协调各街镇及
共享单车企业增强运维调度力量，及
时清运校园门前及周边道路“扎堆”停
放共享单车，会同属地市场监管、城
管、绿化市容等部门，不间断对校园门
前乱占路、乱设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联合执法管理。 ■杨晓梅

本报讯 区 委 副 书 记 、区 长
谢 坚钢，副区长 徐 建 华 近 日 赴
延 吉 新 村 街 道 开 展 区 政 府 基层
会商日活动，实地踏勘了控江五村
居民区、延吉新村街道图书馆。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谢坚钢指
出，延吉新村街道面积小、人口多，老
年人口比例高、困难人群基数大，发
展任务较重。街道党政班子要始终
聚焦“三个公共”（公共服务、公共管
理、公共安全）职能，做好辖区各项工
作，不断提升老百姓幸福感和满意度。

谢坚钢现场还就街道提出的消
防喷淋设施故障维修、街道图书馆调
整迁址等问题作了回应。■项来婷

本报讯 8月28日，区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魏伟明，副主任麦碧
莲、盛俊杰、王莉静、顾毓静、吴晓童
及委员共 40 人出席会议。副区长
徐建华，区法院院长任湧飞，区检察
院检察长谭滨，区监察委有关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魏伟明指出，区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要深入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和风
险防范工作，始终保持如履薄冰、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确保杨浦城区
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关于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各承
办部门和单位，要从深入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度认识这
项工作，更加突出结果导向，切实把
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代表有没有
表示满意作为办理代表建议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代表建议真
正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加强城市公共安全及风险防范情况
的报告。针对当前城市公共安全风
险隐患点多面广、防控体系有待健
全、防控水平有待提升、社会面的宣
传教育和演练较薄弱等问题，会议
要求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问题为
导向，强化科技支撑，坚持多元共
治，持续完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机
制，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公共
安全风险治理体系。7位常委会组
成人员围绕加强公共安全风险事先
防范、提高公共安全资金使用科学
性、健全责任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开
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会议要
求，强化意识，进一步提升对代表建
议办理的重视程度；健全机制，进一
步规范代表建议办理全流程管理；
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代表建议的
作用。10 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
大代表围绕进一步强化代表建议办
理工作实效、加强代表建议网络信
息化建设、完善代表建议办理流程、
保持时间跨度较长的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连续性等方面提出询问。

会议表决通过了代表辞职和代
表资格事项。本次代表资格变动
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实
有代表305名。 ■丁璐

开学季：共筑开学“安全网”

围绕“精准”下功夫 保持调研走访不松劲
李跃旗主持区委大调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推进常态长效

从上海来了位“卖菜书记”

开学首日早高峰期间，为保障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平安入学，杨浦交警、派出所与学校、家长多方参与，共同
筑起开学“安全网”。

区领导赴延吉开展
基层会商日活动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召开第十八次会议

《贵州日报》头版刊登援黔干部周灵的事迹——

“咱们种的蔬菜出山了，销路不
愁，干起有劲。”初秋时节，道真自治
县阳溪镇进入蔬菜采收旺季，村民张
佳莲忙不迭将成熟的茄子采摘打
包。接下来几个小时，这些带着晨露
的茄子将装箱，转运，最终出现在重

庆永辉超市。
道真蔬菜从山里走向山外的大

市场，这条产销对接的路子是由一名
上海援黔干部打开的。

2016年7月，作为对口帮扶遵义
的第二批援黔干部，上海市杨浦区商
务委副主任周灵到道真自治县挂职
县委副书记。

作为贵州最北部的地区，道真的
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全县 6.2 万建档
立卡贫困户分散在崇山峻岭之间，世
代耕种，难求温饱。

道真农民爱种植蔬菜，但是基本
都是在本地自产自销。重重大山不
仅挡住了村民们的眼界，也挡住了道
真蔬菜的“去路”。

“这道‘山门’必须打开，‘开门’之
前，还得让当地人转变观念。”周灵说。

为了使村民们心里更加有底，周

灵提议让村民将自己的菜地一分为
二来耕种，一半种自己吃的菜，另一
半种商品蔬菜，如果卖得好，再把菜
地都种上商品蔬菜。

“想想周书记说得有道理，实在
亏了，自家吃的还有保障。”跟村里许
多人一样，张佳莲把家里的三亩地作
了分工，一半种上了商品蔬菜。

很快，村民种出的蔬菜开始上
市。“来看看吧，道真蔬菜品质真的很
好……”周灵当起了“推销员”，几经
辗转，他联系到了永辉超市华西区负
责人，经过实地考察，双方达成了合
作意向。2017年5月，道真蔬菜第一
次集体“出山”，3.5吨花菜销往重庆；
同年9月，22.7吨蔬菜从道真出发，直
奔上海。

“一车一车‘出山’的蔬菜，换来
的不仅是经济收入，还有发展的信

心。”有了良好的开端，周灵继续盯紧
蔬菜产业不放松，从一名“外来客”变
成了当地村民信赖的“卖菜书记”。
在他的带领下，道真有了一支“卖菜
干部”的队伍，始终冲在这个产业的
最前线。

河口镇组建专业从事商品蔬菜
产购销的国有企业——宝慷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镇干部向川出任总经
理，帮助全镇的菜农寻找销路，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商品蔬菜产值突破
1亿元；

县委宣传部派驻旧城镇槐坪村
干部韩旭波联系市场，（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