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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春暖江南景气新■钱政兴

60年前的中学缴费通知
世相百态

■华强 文

偶然翻到夹在书里的一张 1960
年中学入学缴费通知单，纸张是黄
的，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当时
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市面上已经
基本上见不到白纸，那时书本、试卷
等都是用这种黄纸。

有意思的是通知书上面的内
容。那时全国各个行业继续大跃进，
教育部门第一次在少数中学试行五
年一贯制，将初高中六年改为五年。
五年一贯制使用的教材是国家专门
组织人编写的。

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
中小学都需要缴纳学费。学费是多少
呢？通知书显示，五年制一年级杂费8
元、代办费 6 元、体检费 0.6 元，合计
14.6元。备注：有余发还，不足补缴。

老百姓理解，杂费就是学费，代
办费是学校为学生代办包括书籍、簿
本、讲义及学生证等产生的费用。进
入条件好的学校，还可以申请住宿。
寄宿生一个学期缴纳电费和宿费2.3
元，膳食费每月 7.5 元，7.5 元膳食费
平均到每天是0.25元。

我曾经在学校住宿，每天两干
一稀，标准是早 0.05 元、中 0.12 元、

晚 0.08 元。早上是馒头、稀饭、酱
菜，中午和晚上都是米饭和一个菜，
每周有两次半荤菜，那是我们最开
心的时候。

再看看这张缴费通知书，走读生
如果在学校晚自修，需要缴纳电费，
高中一学期 0.7 元，五年制 0.5 元，学
生不揩油，事无巨细，从小事做起。

根据这张缴费通知，入学的学杂
费14.6元，加上一个学期的电费宿费
2.3 元，一个月的膳食费 7.5 元，总共
缴纳 24.4 元。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
每月四五十元，青工36元，缴纳这笔
钱还是有点吃力的。

■陌桑 文

老乡宋先生在我家附近那座颇
有名气的花园小区买房了。一楼，
老大个院子，绿篱环合，闹中取静。
开发商为高价销售一楼的房子，略
施手腕，就把门外的绿地变成了一
楼人家的庭院。宋先生做装修设计
的，布置这个庭院他颇费了一番心
思。庭院并不大，他硬是整出一大
片草坪来，支起一把颇具视觉张力
的遮阳伞，凸显出热带风情。乔迁
新居不久，宋先生就邀请我们去他
家吃露天烧烤。

烧烤晚会选在国庆七天乐中一
个月朗风轻的夜晚。黄昏时分，宋先
生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支起烧烤架，又
把三张折叠式野炊长条桌拼起来，盖
上洁白的台布，仿佛置身于一个风情
万种的阿拉伯式庄园。女主人一身
派对晚装，用铮亮的不锈钢三层移动
餐车，跟阿姨一起从屋里往外运送精
致的餐具。高脚伶仃的香槟酒杯，洁
白细长的蜡烛，红酒和各式面包摆了
一桌子。宋先生穿着沙滩大短裤，戴
着高高的白帽子给孩子们烤羊肉串，
还特地在鼻子下面粘上两撇翘胡子。

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连他家两

条狗都跑前跑后凑热闹，全然没有觉
察到一个邻居在拍打院门，很急促的
样子，还不停地用手机电筒往院子里
晃。宋先生一边摘假胡子，一边抱怨
邻居有门铃不按，一定要粗鲁地打
门，再有钱也改不了乡气！

邻居是来自 11 楼的邻居，说他
家的乌龟在阳台上蹓跶时，不小心掉
下来了，可能落在了一楼的院子里。
宋先生很恼火，但又不想把关系搞
僵，就同意邻居进来找乌龟。邻居跨
进院门，直奔宋先生家大门而去。果
然，一只乌龟摔死在宋先生家青石的
台阶上。那里正是我们先前进进出
出的必经通道。我从此知道了摔死
的乌龟是伸长了脖子的。

邻居捡起那个比手掌还大一圈
的乌龟，说养了小十年，然后悻悻然
离去。我们立即禁止孩子们靠近楼
门。宋先生端着酒杯，久久地凝望
着楼上那十几个阳台，然后一口干
掉半杯红酒。整个晚上，他的表情
都很僵硬。

宋先生第二次邀请我去他家的
时候，是第二年的春节后。

他家通往院子的大门上方，已经
建起了玻璃防护罩。防护罩做得有
点儿豪华，说是一间阳光房更恰当。

三面玻璃墙内拉着两层的落地帘子，
沙发前架着一段原木雕成的茶桌，倒
也显得雅致。

老乡说城管下了通知，要他自行
拆除这座违法建筑，否则就会采取强
制措施。

其时他跟楼上邻居们的关系已
经闹得很僵。他希望我去写一篇关
于高空抛物的报道。

事情缘起是十天前，三楼人家丢
下一把轮椅，把他家玻璃顶棚砸碎
了。我抬头一看，正中一块钢化玻璃
果然变成了雪花状。老乡找邻居赔
偿了 1000 元钱，也就是个成本费。
邻居很爽快地给了钱，但转身就打
12345举报了楼下违建。

宋先生说，这玻璃顶棚不能拆，
拆掉顶棚他一家人的性命都岌岌可
危。楼上扔点瓜皮纸巾都没啥，住进
来 8 个月时间，楼上人家掉过花盆、
啤酒瓶、还有菜刀。掉菜刀之后，宋
先生才下定决心建了这座阳光房。

玻璃房外的庭院已经三四年没
有打理过。草坪被阿姨自作主张地
翻成了菜地，又擅自替他种上了辣椒
和黄瓜。菜倒是吃了好几季。吃不
完的，就放在院门外边，左右邻居自
取，倒也相安无事。

一楼花园庭院里的宋先生
生活故事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没有写下的感谢

意犹未尽

■任炽越 文

清明节前，去看望父母亲。二
老安息的汇龙园鲜花盛开、绿草
萋萋。

我 们 擦 拭 了 墓 碑 ，敬 献 了 花
篮，向父母亲行躹躬礼。墓碑上，
父母亲的笑容凝视着我们，他们
温暖的眼光轻拂着我们也已不再
年轻的面庞，无尽的思念不禁油
然而生。

每次来看望二老，我们都会重
温篆刻在墓碑上的碑文：清贫中抚
养了我们，艰难中教育了我们，成长
中关注着我们，坎坷中宽慰着我
们。关爱之情点滴在心，养育之恩
永世铭记！

每 读 一 次 碑 文 ，都 会 回 想 起
父母亲生前与我们在一起的点点
滴滴。

我老岳母百岁离世前，曾因腿
伤暂居老年护理院。我每次去看
望老岳母，她的邻床，一位久臥护
理院病床已数年的八旬老人，总要
用含糊不清的口齿与我对话，有时
伸出戴着专用手套（防备她撕尿
布）的手，说难受，要我帮她把手套
脱了。

就餐时，每每看到护工阿姨打
碎了饭菜，像拗磨一样，把一勺勺米
糊糊喂进了她的嘴巴时，真有些心
酸难受。只有一次，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她的身上，她灰白的脸上露出

难得的笑容，嘴里咿咿呀呀哼起了
歌。护工阿姨说，老太年轻时是一
位老师。

据讲老太的儿女不少，但大都
不在身边，经常来的儿女，每次来就
站在床前，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较少与她对话。十几分钟后，问护
工阿姨还缺什么吗？然后去楼下的
超市买来，交给护工，就匆匆而去。

护工阿姨说，这家人家儿女算
孝顺的，定期都会有儿女来。有的
老人久臥病床后，个别子女就把自
己父母“交”给护理院了，很少来看
望，只在每月付费时，才露一次面。

我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没有久
臥病床，在晚年阶段，他们基本能做
到生活自理。

在离开我们的最后一段时间，
他们没有“考验”我们的孝心耐心
与人心，但又让我们释放了回报父
母的情感。当我们的体力、耐力、
心力似乎都快支撑不住的前夜，他
们告别了我们。然后俯视着我们
渐渐平复别离的伤痛，进入正常的
生活轨道。

每 读 一 次 碑 文 ，都 会 痛 心 不
已。 在父母亲的遗像前，我对他们
说，阿爹阿姆，谢谢你们。

与邮局的往事

岁月悠悠

■曹振华 文

小时候，我家马路对面就有一
家邮局。一开间门面，一律的绿
色。门口竖立一个大邮筒，时而见
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按时打开邮筒
下方门锁，将里面一大堆信件装进
大帆布袋中，一件不落下。

后来我长大写信寄信，还留个
心眼，注意看下邮筒标示的开门锁
时间，以便在开邮筒门前，将信及时
投入，让收信人早点收到。

那个年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母亲逢年过节带我去邮局，汇
款五元十元的给远在乡下的奶奶，
让她过年过节用。母亲小心翼翼地
填写上收款人名和住址，填上汇款
金额，汇款人名。办好汇款后，离开
邮局，母亲好像完成了一件很重要
的使命。在回家路上她嘴里还唠叨
着：“过几天就要收到了。”

邮局里还有报纸杂志柜台，我
就喜欢常去逛逛，看看新到的《少年
文艺》《儿童时代》《上影画报》等，看
看那些崭新漂亮的封面，也挺有乐
趣和满足感的。尽管身无分文，可
望而不可即。

上山下乡那年月，同学好友各
奔前程。我去市郊农场。父亲给我
买了一堆信纸信封，叮嘱我写信给
家里报平安。我当时想，农场那地
方有邮局吗？怎么寄信？

到了农场队里，见有小卖部，出
售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还有个
绿色邮箱挂在门外，使我眼前一亮。

小卖部有信封信纸，还有邮票
出售，都配套了。我一阵惊喜，常常
便写信给家里，给同学朋友。通过
邮局的信件传递，家里知道我农场
务农工作生活情况，回信中字里行
间充满关怀教诲，有时信中还有生
活经验之谈，使我感到家庭的温暖，
明了“家书抵万金”之感。

妹妹那年赴东北黑龙江务农。
每逢过年和中秋，母亲就去将凭票
证购买的年货，除家里留下过年所
需，余多尽去邮局打包裹寄给远方
的女儿。到中秋节前夕，母亲又忙
着去邮局寄妹妹喜欢吃的月饼，邮
局里收寄包裹柜台的老师傅，已认
识常来寄物件的母亲了。他热情迎
上，称物件，打包裹，写地址，有条不
紊。那师傅也有子女在外地，天下
父母都心疼子女。

后来，我被抽调到市区厂里工
作。厂工会要我担任报刊收发。于
是我又同邮局打交道了。

厂里报刊由我去邮局订阅。报
纸到了，我按部、车间、办公室分
发。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好多品种的
报刊。厂里职工中有子女读中学，
要到中考高考时，需要辅导材料。
当时有些刊物很对他们的胃口，如

《中学生数理化》《中学生作文》《英
语学习》等。每到年底或年中，他们
都要来我这里登记，由我去邮局为
他们订阅。

我从小喜欢语文课，喜欢写写
东西，就萌生了写稿投报社的想法，
这就又同邮局有了缘。我将稿子写
好，一次又一次投到邮箱邮筒里，盼
望报纸上有我写的东西出现，但一
次又一次失望。

终于有一天，我的稿子变成了
一个个清晰整齐的铅字出现在报纸
上了，我欣喜万分。自此后一发而
不可收，陆续有稿刊登在报纸上。
报纸刊文后，还有同邮局有缘的好
事，就是稿子见报后有稿费汇款单
寄来，要持单和本人证件去邮局取
款。于是，我隔段时间就要去邮局。

如今网络科技发展，邮件通过
微信传送，书信来往少了。快递行
业迅速发展，风头正健。邮局虽不
复以往风采，仍忠于绿色职守，默默
守卫着人们的冀盼，情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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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6日凌晨，区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暨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
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神。区委书记谢坚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坚定信心。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
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思想上更加清
醒、政治上更加坚定、行动上更加坚
决，确保中央和市委疫情防控的各项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要下定决心。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
努力，拧紧“水龙头”，切断“传播链”，
抓紧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凝聚民心。充分发
挥全区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紧紧依
靠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积极了
解群众诉求，做细做实特殊群体、困
难群体的托底保障。 ■记者 毛信慧

■记者 王歆瑜 通讯员 唐双捷

随着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持续
深入，陆续有市民结束了在医院、方
舱的隔离救治，踏上回家之路。

办理手续，车辆派送，社区接收，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无需操心，
因为在“出舱”回家的路上，始终有这
样的一支支团队在陪伴。

7：30，从一张“名单”开始
长白新村街道居民解离转运队，

由2位区下沉干部、1位街道工作人员、
1位专职司机及数名机动司机组成。

转运队的一天工作，从一张“名
单”开始。

7：30，作为团队“指挥官”，区委
宣传部的下沉干部王木升早已在电
脑前待命，他迅速从工作群中的名单
中筛选出长白新村街道的居民，随即
联系司机队长安排车辆。

最后，他将接送时间、车辆人员
等信息集中反馈至工作群，完成了

“接单—再派单”的流程。
4月15日起，王木升就担负起了“导

航员”的使命。依据这样的流程，他平均
每天要指挥转运45人，最多时是92人。
他不仅需要独立处理大量信息、联系多
个部门，而且工作强度大，一天只能睡几
个小时。为确保每日应送尽送，作为退
役军人的他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状态，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沟通技
巧，确保每位解离居民早日到家。

9：30，群里又发来了一张“订单”
目前，杨浦共有近20个区级隔离

点或方舱。每天，这些点位上都有许
多解除隔离的待转居民。

同时，为更加有序组织转运，杨
浦在军工路专设了一处集散地，用以
对接市级方舱与相关区内点位的待
转居民，进行“预分流”。

因此，对工作队来说，转运方式有
两种：一种是直接从区级点位接回居
民，并送回所在的街道社区；另一种是
先前往集散地“认领”，再将居民送回。

9：30，群里又发来了一张“订
单”，通知各街道前往集散点接回辖
区居民。作为团队的B角，区市场监
管局的下沉干部屠杰梅旋即联系常

驻集散点的街道工作人员夏莲明，告
知人员信息，请他协调现场“分流”，
并远程跟进，随时协调，直至完成每
一位居民的接运工作。

4月17日起，屠杰梅就下沉街道
支援。作为退役军人兼前护士长，军
旅生涯不仅赋予了她丰富的医学知
识和防疫经验，更锻造了她雷厉风
行、果敢高效的行事作风。作为区市
场局注册科的干部，她利用工作专长
对转运工作的数据筛选、统计、汇总
进行精准把控、整合处理，极大推动
了解离转运工作的流畅度和时效性。

11：15，根据“派单”信息，屠杰梅
给家住靖宇东路的张女士打去了电
话，询问她到家后的情况。

张女士在电话中表示，自己一切
都好，工作队的车辆很早便来隔离点
位等待自己，“整个过程很流畅、很顺
利，眼睛一眨的功夫就送到了家，我
衷心谢谢这些负责送我回家的工作
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

全天候，处理“意外”
这支队伍还继续奔驰在路上，

奋战在幕后，他们在居民“离舱”前
联络各方、协调事宜；在隔离救治点
接转居民、安排车辆；在路上全程
护送，最快送达；在居民到家后电
联确认、送上祝福。他们不仅要准
点高效完成转运的规定流程动作，
更要想尽办法解决一些突发的棘手
问题。

长白新村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黄才友介绍，4 月 23 日，转运队按照
计划将三位老人送回辖区内的某家
养老院，送达后却被保安告知暂时无
法接收，养老院内部还有一套专门的
接收流程。

面对此种情况，转运队主动担
当，花了大量精力协调各方，并为老
人们提供了午餐。最终，在街道和区
民政局的沟通努力下，养老院同意将
三位老人送入相关酒店接受7天健康
观察并支付相应费用。

一张张人员名单的背后是一位
位归家心切的居民，一趟趟来往转运
的背后是一棒棒为民护民的接力。
杨浦区的一支支解离转运团队正将
每一位解离居民平安送至家中。

本报讯 5 月 5 日下午，区委书
记谢坚钢到殷行街道工农三村、
控江路街道凤城三村，实地检查
封控区严格管控、拔点攻坚、环境
消杀、包保责任落实等情况，并向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公安干警
等基层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感谢。

谢坚钢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处
于关键时期，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坚定信心、下定
决心，态度坚决、行动果断，集中攻
坚、拔点清面，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

区 委 副 书 记 周 海 鹰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王 莉 静 、副 区
长 王 浩 、区 政 协 副 主 席 明 依 参
加 调 研 。 ■毛信慧

本报讯 近日，杨浦警方组织
警力，对“黑骑手”乱象进行集中
整治。

“请出示核酸码、健康码，以及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还有你的
电子通行证。”在杨浦区三门路吉浦
路路口，杨浦交警和五角场派出所
民警正联合对“黑骑手”等违法行为
进行逐一查验。

经过检查，大部分快递员、外卖
员都持有正常的核酸阴性证明和电
子通行证，符合防疫规定，满足正常
上路通行条件。

然而，有一位骑手却“无证上
岗”。虽然他有核酸阴性证明，但是
没有取得电子通行证，涉嫌违反防
疫规定。外卖员说，自己昨天就把
申请报上去了，公司领导说今天电
子通行证会办下来，自己早上直接
出门接单了，没想到电子通行证还
没有办下来。

杨浦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姜
俊彦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未取得
通行证是不能从事快递外卖行业
的。根据规定，无证上路的外卖员
和外卖车辆，将被带至派出所进一
步处理。考虑到这名骑手配送的
商品是一份药物，而且目的地就在
附近，民警决定消毒后帮他派送这
一单外卖。

疫情防控期间，快递员、外卖员
必须持有电子通行证才能上路接
单，为居民配送快递和外卖。个别
没有取得电子通行证却违法上路的
快递员和外卖员，给疫情防控带来
了安全风险。

警方提醒，疫情防控期间，所有
人必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合
理合规持证通行。一旦违法上路，
警方将依法依规处理。 ■陈涛

谢 坚 钢 实 地 检 查
封控区疫情防控工作

杨浦集中整治“黑骑手”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东段复工
预计下月“纵横号”将进入接收井，进行盾构的接收施工

将每一位解离居民平安送至家中
长白新村街道居民解离转运队，全力接好“出舱”路上的最后一棒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Ⅷ标东段隧道工程正式复工复产，“纵横
号”15米级超大盾构持续推进。工作人员对每一辆进入工地的
车辆进行消杀，对工地内隔离板房进行定期消杀。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本报讯 5月6日，作为上海首批
复工复产的重大工程，位于上海杨浦
区周家嘴路的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Ⅷ
标东段隧道工程正式复工复产。

伴随着机器隆隆作响，“纵横号”
15米级超大盾构犹如“地下巨龙”向
前推进，截至上午10点，超大盾构已
推进8环16米。

5个宿舍区横跨3个街道，
设置54个“隔离专用集装箱”

上海北横通道Ⅷ标项目共有5个
宿舍区、2 个施工现场，跨度 4 公里、
分属3个街道，现场总人数383人。

据介绍，4 月 15 日以来，隧道股
份北横通道Ⅷ标项目团队始终处于
全员健康安全状态。期间，项目团队
实施全员 24 小时一次核酸检测+一
次抗原检测，未发现人员检测异常情
况，满足复工工地14天内没有发生阳
性病例的刚性要求。

“北横通道作为坐落于中心城区
的重大工程，东起周家嘴路黄兴路、西

至周家嘴路安国路，场地战线跨度很
大；另外，项目部位于中心城区，周边
居民小区多，防疫担子较重。”隧道股
份上海隧道北横通道Ⅷ标项目经理孙
杰表示，为防范聚集性疫情发生，北横

通道Ⅷ标项目团队针对工程特点，结
合实际、超前谋划，积极做好复工人员
管理、复工场地消杀、落实防疫物资保
障等，并制定了周密的疫情防控预案，
设置了多重疫情防控手段。除了常规

的工地封闭措施之外，项目团队更对
工程施工过程中必要的土方运输等环
节采取专项管控措施。

“比如，对所有进入工地的临时车
辆，我们都会在车门、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