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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思乡中国胃
■林希 文

没有在异国他乡长期生活过的
人，很难想象海外游子对家乡美食的
思念和渴慕。为了能吃上一口家乡的
味道，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是想
方设法，各显其能，颇有一些“发明创
造”呢！

我刚到德国柏林的时候，那里还
没有中国超市。想要吃点中国菜，要
到越南商店去找，那里能买到中国酱
油，也有豆腐。当然价格不菲，买一块
豆腐的价钱足可以买十个鸡蛋！而且
只有老豆腐。

时间久了很是思念上海早餐桌上

的嫩豆腐，一日忽发奇想，蒸了一碗蛋
羹加酱油凉拌，居然颇有一点凉拌嫩
豆腐的感觉，这就成了我发明的第一
道就地取材的“中国美食”。

逢年过节，饺子最能解乡愁。包
饺子，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韭菜。跑到
柏林的亚洲超市一看，一公斤韭菜要
十六马克，合人民币八十元左右，差不
多相当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了，吃
不起！实在太馋了就像买葱一样买一
小束，有这一小束韭菜就觉得包出的
饺子特别香！

这韭菜成了全体旅德中国留学生
的共同难题，所以克服的方法也是群
策群力，有中国人发现了当地的一种

野菜有韭菜的香味，于是学习生物的
中国留学生马上取样鉴别化验，确认
这是一种叫“熊葱”的野生植物，无毒
可食！大家给它定名野韭菜！从此季
节一到，中国留学生纷纷出动采集野
韭菜，有提着旅行袋的，有推着儿童车
的，满载而归之后笑逐颜开分给同胞
们，不多久，喷香的野韭菜饺子就带着
家乡的风味上桌啦！

擀饺子皮没有擀面杖，我们可以
用啤酒瓶子代替，不会擀皮的南方同
学是用玻璃杯子在一大张面皮上扣出
一个一个小圆形的饺子皮来的。饺子
做起劲了又想到做包子，做包子没有
蒸笼，我们可以把饼干盒子翻过来用
铁钉打上几排洞洞照样蒸出暄腾腾的
包子！从包子又想到了家乡的烧麦，
买来德国香肠切成丁拌上糯米饭，加
上调料，用自擀的饺子皮捏成烧麦，上
饼干盒子蒸笼一蒸，舌尖上的那份满

足真过瘾！
饺子、包子、烧麦统统搞定，汤圆

就更不在话下了。亚洲超市有现成的
豆沙罐头、糯米粉，不光中国人会做，
德国人也好奇。我还给德国小学生开
过汤圆课呢！在德国小学的厨房里，
带领小洋娃娃们搓小圆（豆沙馅），搓
大圆（糯米团），小圆包进大圆里，煮熟
入口甜滋滋。小洋娃娃们学得认真，
吃得可高兴了！

然而，有一种美食当年却着实难
倒了旅居德国的“巧妇”们，那就是
——油条！

摸索又摸索，面粉、水、油三种材
料不同比例调试的结果是：我们先成
功做出了香脆的麻花！

麻花虽好，但油条毕竟是不可替
代的。最后是有人一咬牙花高价买来
一种罐装的专门做小面包用的发酵好
的面胚子，用能烤四、五个小面包的原

料做出了还像那么回事的两根半油
条！这配方一出，大受欢迎。虽然明
知是贵得离谱，就是好吃这一口！

这以后，有人买来白鳕鱼做成
了“黄鱼羹”，有人专挑那粗壮的白
芦笋切片炒肉片，心里想的却是上
海的茭白。

实在太想家乡菜了，阳台上都种
起了上海小青菜！有园子的，更是辛
勤努力地试种中国菜！有位朋友连种
三年莴笋，头两年收获的莴笋只有筷
子粗细！今年总算通过微信发来了手
捧丰收莴笋的乐呵呵的照片！看着照
片上这些在上海菜场里再普通不过的
莴笋，忽然发现时间距离我用蒸鸡蛋
充当嫩豆腐的年代已经整整过去了三
十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家乡为美！走
遍千山万水，最思乡的，还是我们的中
国胃！

意犹未尽

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二）
■刘翔 文

如今，当我回望那个年代，似乎
有必要对居住在松花新村时，祖父每
天做的封煤球炉和铺帆布床这两个

“规定动作”做进一步的阐述。
因为一“封”一“铺”这两个动词

所搭配的“煤球炉”、“帆布床”两个名
词，其实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初上海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
普遍细节。它们生动地折射出了一
个时代中，普通老百姓生活状态的缩
影，而今的年轻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
煤球炉和帆布床是什么“劳什子”。
那时，上海市区没有管道煤气和液化
气，老百姓烧水煮饭全靠煤球炉。顾
名思义，煤球炉就是靠煤球燃烧的炉
子。别小看一个小小的黑乎乎的煤
球，它们都是十分紧张的能源，每家
均要凭政府发放的煤球卡计划供应。

所谓封煤球炉就是为了节省第
二天早上点火生炉子的时间与麻烦，
而在煤球炉内塞进几个新煤球，然后
铺上一层煤灰，使表面上看不出明
火，俗称为“封炉子”。第二天早上，
只要用一根粗壮的铁丝，在封闭的煤
灰层中捅开几个洞眼后，用把蒲扇对
准炉门猛扇几下，火焰就会呼呼地窜
上来。

封炉子这活，说来简单，其实和
生炉子一样，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如果封得不到位，煤球不幸被烧完，
那第二天早上炉火就会熄了，只得重
新再点火生炉子。如此一来，就会耽
误了烧早饭的时间，影响大人、小孩
准时上班和上学。

童年时的我，为了学会生炉子、
封炉子这活，头上没少挨过祖父的毛

栗子。而那时松花新村的大人们夸
奖自家孩子的聪明，也常常会用自豪
的口吻对左邻右舍说：“阿毛姆妈，阿
拉小狗会封炉子啦！”再后来，随着煤
饼的出现，封炉子的活也就相应变得
简单了，只要用一块和炉膛一样大小
的铁板，朝煤饼上一盖就万事大吉
了。尽管如此，除了像我家这样的双
职工家庭之外，还是有许多家庭为了
节约煤球或煤饼，依然选择不封炉子
过夜，而在第二天清晨把炉子拎到室
外重新生炉子。

因而，每天曙色微露之时，家家
户户将炉子拎到大门外，点火生炉子
就成了松花新村的一大景观。众多
的大人与小孩使劲挥舞着手中的蒲
扇，对着炉口煽风点火。当那一缕缕
通红的火苗，从炉膛中窜出时，在火
焰的映射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
甜蜜的笑容，那时的人们，对幸福的
理解和追求就是这么简单。其实，那
时整个上海市的市民生活亦是如此。

和封炉子不同，铺帆布床的活就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了，这是个力气
活，拼的是体力。那个早已在数十年
前就绝迹的帆布床，又称行军床，可
以折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
普通人家居室狭小，因此基本上每家
都会备有这样一张不占空间的帆布
床。这个由几根粗壮的木棍将厚重
的白色帆布支撑起来的折叠床，十分
笨重，搬进搬出非常吃力。最最费力
的还是把两根木棍套进床的前后两
端，随后再把木棍两头的小洞嵌入床
的左右两侧凸出点，当四个点紧密对
接后，一张帆布床就铺好了。由于要
保证床体帆布的硬度，所以每次将两
根木棍上的四个点嵌入，都要花九牛

二虎之力，甚至还要手脚并用。一般
情况下，搬床、铺床都由父母或祖父
来做，我偶尔做做他们的帮手。在大
人的眼里，这种事体太吃力，小人做
不好。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一次我想为
大人分忧，偷偷地试着独自把帆布床
铺好时，双手就被夹出了大血泡。

如果说“煤球炉”、“帆布床”这两
个关键词构成了我童年时代在松花
新村贫瘠的物质生活的话，那么“小
小班”这个关键词无疑是构成了我在
松花新村的欢乐富裕的精神生活。

说起小小班，和后来的向阳院一
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非常熟悉
的。它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课外学习
班和暑托班，可性质却又与它们截然
不同的一种课外儿童组织形式，主要
在下午放学后以及寒暑假期间，由小
学班主任老师按照学生居住的门牌
号，把一个门牌号或相邻的几个门牌
号内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体，俗称小
小班。然后指定一名学生担任班长，
代替老师行使检查、督促课外作业的
完成、业余活动的安排等职能，而班
主任老师则定期不定期地在各个小
小班之间巡查、辅导。

那时的小小班一不收费，二靠自
律，完全是我们少年儿童的自治组
织。学校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小小班，
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
都是工作繁忙的双职工，便用小小班
形式来管住我们。于是，每当寒暑假
时，我们每天上下午抽出一到两个小
时，五六个人集中在门洞的大门口，
某个同学从家里搬出一张小餐桌，大
家围坐在四周埋头不响做作业，如果
有哪个同学思想开小差，边上马上就

会有同学叫起来：“告诉老师。”吓得
这个同学赶紧低头不语。而在几天
后，那个高叫“告诉老师”的同学也就
有了“马屁精”或者“浦志高”的绰
号。那时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绰
号，在此不妨也透露下我的绰号，因
我姓刘，绰号就是英文字母 W 的读
音。几十年后，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小
伙伴们再次相聚时，许多人的名字都
叫不出了，可却清楚地叫得出彼此的
绰号。当一个个俗比雅多的绰号此
起彼伏从各自的嘴里“吐”出时，小伙
伴之间也就情不自禁地回到了纯情
的童年时光。由此，我建议有关的专
家，应该将绰号作为上海一种独特的
民俗、人文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探
究。

在小小班里做完课外作业后的
一段时光，是我们最开心的。男同学
玩斗鸡、打弹子、刮纸片游戏，女同学
则玩跳绳子。很多时候，各个小小班
之间还搞打乒乓、踢足球比赛。乒乓
桌就是各个门洞前面大人用来刷洗
衣服的一个个水泥板，在水泥板中间
放上一根竹竿，就是一个天然而又坚
固的乒乓桌了。足球场同样也是天
然的，那就是东松花和西松花中间的
一片空地。空地的两端放上几块砖
头或者书包就立马“造”好了一座球
门。你攻我守，女同学和不会踢球的
男同学就站在两边当啦啦队。就这
样，一大帮“野生”小孩子，一直疯玩
到夕阳西下。大人们做好晚饭，打开
窗户高喊着自家孩子的小名：“小桂
子还不死回家啊！”“阿猫哎，回来吃
饭啦！”各地方言的叫喊声混夹在一
起，构成了松花新村一道独特的市井
风景线。

杨浦记忆 诗抒胸臆

细雨绵绵送秋凉，
清风徐徐夜生寒。
长空云淡天湛蓝，
浅秋气爽景烂漫。

浅秋
■李德生

杨浦公园夜跑
■冯如

其一

日灼梧风下夜凉，
绿园蝉静健身忙。
星灯相伴穿松径，
隔水清荷透肺香。

其二

又挂银钩墨宇中，
照人穿径绕林丛。
炎凉久耐梧桐树，
漫结重枝送晚风。

其三

舒乏难将步履闲，
绕湖凫影几周还。
老来夜跑非惟病，
他日诺君临泰山。

其四

露下蛩声时唤人，
高楼树外暗如尘。
喘徐身后足音近，
奋起奔前又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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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副市长时光辉近日调
研杨浦南段滨江贯通工作，实地察
看了复兴岛码头、共青路430号、复
兴岛公园等。市交通委副主任张
林、上海海事局副局长谢群威、市住
建委总工程师刘千伟、市规土局总
工程师许健，区领导李跃旗、谢坚
钢、徐建华陪同。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时光辉指
出，杨浦区要切实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黄浦江核心段
2.8公里功能品质，特别是在景观照
明上下功夫，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滨
水公共开放空间和滨江夜景。市相
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市区
合力，推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开放
向杨浦大桥以东2.7公里延伸，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公务码头杨浦基地
建设。要全面开展复兴岛“五违四
必”综合整治，加大土地收储力度，
进一步深化战略规划研究，为未来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李跃旗、谢坚钢汇报杨浦南段
滨江贯通工程进展情况。 ■周琳

本报讯 新江湾城街道近日举
行“人大代表之家”揭牌仪式。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魏伟明，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麦碧莲，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刘小兵以及街道负责人共同为新
江湾城街道“人大代表之家”与网上
代表通道揭牌，将保障服务全国人
大代表1名、市人大代表3名、区人
大代表12名的履职，覆盖5个选区
1万2千余名选民。

魏伟明表示，要“规范建家、有
序管家、高效用家”，在充实内涵上
见成效，在形成特色上做文章，让

“代表之家”在回应群众期盼、发挥
代表作用、促进人大工作等各方面
都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进一步
提升服务保障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
职水平，进一步密切代表与人民群
众的联系，进一步促进闭会期间代
表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共
同推进基层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经过半年多的筹建，线下实体
人大代表之家与线上虚拟“代表通
道”的正式启动，将为人大代表交流
学习、视察调研、联系选民、反映民
声搭建平台，线上依托观潮新江湾
微信公众号打造“代表通道”栏目，
设置代表信箱、代表信息、代表履
职、代表风采、议案建议等板块。下
阶段，“人大代表之家”将建成线上
线下联动、365 天×24 小时全年无
休的人代会。线下“人大代表之家”
开展每周一次“人大代表之家”开放
日、每月一次“代表接待选民日”、每
季度一次代表组活动、每半年一次
代表与选民座谈会等各类学习、调
研、视察、交流活动。线上开通代表
信箱、代表电话，方便选民随时可以
反映问题。选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反应的意见建议，建立由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主要领导牵头，相关职能
办公室、部门参加的例会制度，定期
研究选民反映的各类问题，明确责
任部门和处置时限。街道层面能够
解决的问题，将及时反馈，并将问题
解决情况在“人大代表之家”予以公
示；需要区级层面协调解决的，将积
极转化为代表议案建议。 ■高靓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
钢，区委常委、副区长丁欢欢，副区
长徐建华近日赴大桥街道开展区
政府基层会商日活动，实地察看了
周家牌路马路菜场、临青路小商品
市场、118街坊、城市概念园区等。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谢坚钢指
出，今年以来，大桥街道党工委和
办事处围绕区委、区政府部署要
求，紧扣街道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三个公共”职能，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扎
实有力地推进各项工作。下一步，
街道党政班子要再接再厉，持续做
好并深化保基点、抓重点、攻难点、
创亮点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老百
姓幸福感和满意度。

谢坚钢现场就街道提出的周
家牌路马路菜场治理、临青路小
商品市场业态转型、118 街坊征收
收尾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项来婷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上海市献血条例》颁布实施20周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日前
组织开展“用热血铸就生命的桥梁”白衣天使无偿献血活动。尽管医学技术的发展，让每台手术的用血量比以前少了，
但手术量快速增长，临床用血需求不断增加。2018年1－8月，本区无偿献血量共9884人份（每人份200毫升），占全年
总目标的63.85%。在此次活动中，该院共有157位医务工作者撸袖献血，献血总量达到31400毫升。 ■毛信慧

区领导赴大桥街道
开展基层会商日活动

紧贴重点紧抓亮点紧盯难点紧扣节点
区委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通过创新持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打造一流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新江湾城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揭牌

百年老厂房里，最亮眼的创业街区蓄势待发

本报讯 9 月 19 日，区委举行季
度工作会议。区委书记李跃旗主持
会议并强调，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
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聚焦
年初区委“六句话”重点工作，抢抓
机遇、大抓发展、狠抓突破，各项工
作推进有力有序有效。下阶段要紧
贴重点，紧抓亮点，紧盯难点，紧扣
节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通报前

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
阶段工作，区领导程绣明、刘东昌通
报并部署有关工作。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魏伟明、区政协主席邰荀等出席
会议。

李跃旗指出，要紧贴重点。进博
会已经进入临战阶段，必须充分动
员，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和主人翁意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举全区之力做好组织、接待、安
全、宣传、氛围营造等各项工作，不断

提升“创新杨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必须确保安全，深化安全隐患排查和
整改，为进博会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必须抓得更实，坚持以最
高标准、最快速度、最实作风推进采
购、论坛、接待等各项工作，逐一对
照、倒排时间、挂图作战，确保“后墙
不倒”。

李跃旗强调，要紧抓亮点。必须
紧紧抓住创新不放，坚定不移举创新
旗、走创新路、打创新牌，努力让优势

更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通过创
新，持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要进一步抢占产业高地，在人工智能
产业方面强化跟进、强化吸引，发挥
重点企业和平台的拉动作用，不断放
大集聚效应，在区块链产业方面加速
向纵深发展，形成产业推动、技术支
撑、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发挥空间优
势，深化与大型国企的战略合作，把
老厂房资源进一步梳理好、挖掘好、
改造好， （下转第4版）

■记者 杨晓梅

位于杨浦中部的长阳创谷园区，
前身是建于 1920 年的日商“东华纱
厂”，见证了百年工业杨浦的辉煌和
悄然嬗变。2014年起，创新转型的杨
浦，着手对荒废的厂房进行改建，又
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工业元素和
历史记忆碎片，老工业文明留存与最
新锐思想在这里碰撞，每一刻都诞生
着创新的火花。

旧貌新颜：无边界，有生活
长阳创谷占地11万平方米，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改造前是
日商建于 1920 年的东华纱厂，1945
年由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接收，
1952 年改为中国纺织机械厂（简称

“中纺机”）。直到2000年，随着纺织
厂纷纷停业，中纺机随之关张。

“对这片老厂房，当初有两种设
想，做商业还是做园区？”负责对其更
新改造的杨浦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官远发介绍道，最终长阳创谷定
位为上海中心城区Campus创新创业
街区，为现代知识工作者创造亲切舒

适、类似大学校园的空间体验。
如今，沿着门市兴旺的长阳路走

到 1687 号，一座绿意盎然的创业街
区映入眼帘，路牌由生锈的钢板改
造而成，墙上的大齿轮装饰揭示着
百年工业文明的锈迹斑斑，占地
7000 多平方米的中纺机足球场改成
了观光草坪，长阳创谷的一期、二
期、三期园区就围绕着这片绿地建
成。绿地上不仅有莲花池，还有巴
洛克风格的凉亭和座椅。园区还联
合摩拜单车将长阳会堂东面1500平
方米街角绿地改建成一座“口袋公
园”，依照大学校园的模式，停车楼
设在南北两侧，白领们每天步行穿
过“丛林”和“口袋公园”上班。

原本昏暗的老厂房车间内现今
敞亮明朗，昔日隆隆的纺织机械声被
白领和创业者们的键盘敲击声所取
代，光庭、光塔、光斗的空间创新理
念，使得自然光源向建筑内部延伸。
原有桁车、吊臂重新改造为过街廊
道、园区装饰；铁轨、管道、仪表、控制
箱等元素尽量修旧如旧；具有视觉冲
击力的大台阶下面形成多功能厅会
议室空间，作为整个园区的公共配套

及运营空间；半个世纪历史的上海目
前最大的室外马赛克墙，以及自带光
影特效的气窗屋架等设计元素也都
进行了最完美的保留和重塑，锈迹斑
斑的老物件焕发实用新气象。

老厂房大车间层高的基础上，增
添的现代办公必备元素，使得历史厚
重感与时代气息交织呈现，更兼改
造周期短、成本低，深受入驻企业青
睐。园区内的建筑不仅是独立的空
间结构体，更是人员流动与聚集的
生命体，多空间的充分互联与沟通，
创造出独特的“无边界”步行体验：
长阳会堂充分满足创客项目路演、
创新产品发布、室内表演等复合需
求；长阳会堂北面 5000 平方米绿地
变成了果园，种植了樱桃、枇杷、杨
梅、柑橘、桑葚、红心蜜柚、加那利海
枣等8种上海本地果树，成为亲子教
育基地；7000多平方米观光草坪，举
办创客之夜、设计师之夜、毕业季音
乐会、夏至草地音乐节等活动；在紧
邻创谷园区的居住地块推动暖心长
租房项目，不但为园区企业降低创业
成本，更吸引了不少刚出校门的高学
历人才集聚创谷。

永不落幕的双创
长阳创谷成为了城市更新的标

杆案例，承接高校集聚的智力优势，
充分利用区内复旦、同济、财大等高
校创新禀赋和创业资源，完善创新实
践平台，健全创业孵化网络；集聚了
一批来自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清华大学等全球知名高校的创业
人才。对于初创型企业，园区集聚了
10家包含清华启迪之星、SANDBOX
创合社区、电信创翼天地、优客工场
等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可提供超过
2500个创客工位，形成了“创业前－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创新
创业服务链。长阳创谷同时重点培
育和吸引互联网TMT（科技、媒体和
通信）和大设计产业入驻，积聚了英
语流利说、爱驰汽车、造就Talk、智能
云科等150家双创领军企业和极富双
创特征的中小企业。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