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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达 文

如果说，水的哲学是不舍昼夜，
水的历史是见证岁月，那么，我以为，
水的文学就是映照春秋。

去居家附近的公园河畔散步，雨
水节气才过，我发现河浜里早已水光
潋滟，澄澜荡漾。岸上数枝已开的嫩
黄迎春花以及地上遥看近却无的柔
嫩青草，倒映在河水的波纹里，映出
一派盈盈春色。

我也曾在扬州瘦西湖畔，从淡
绿 色 的 湖 水 中 看 长 堤 春 柳 的 倒
影，登钓鱼台从圆形的“镜框”中
观五亭桥，桥上五亭，桥下四翼，
已是美不胜收，待低头朝水里看，
树倒波心濯练光，亭桥倒影入湖
中，秀气窈窕的白塔和二十四桥，

移步换景春光泄，多年过去依然
印象深刻。

我也曾泛舟西湖，从湖水倒影
中看苏堤春晓，真如当地人说的那
样，苏堤景致六吊桥，一株柳树一株
桃。从船上看风景，更是别有洞天，
水底柳，莺戏浪，鸟飞天外朝阳去，
船过桥心倒影来，便想起苏东坡的
诗境——“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

我还曾乘船游览桐庐富春江，记
忆中，两岸青山，一路欢歌，真是山绕
春江波撼城，水光倒影浸山青。

观倒影，与平常的角度不同，有
趣的是发现春之奇景，鱼在空中泳，
花从天上开；俯视见春鸟，时翻藻荇
中。这是大好春光恩赐予人的无尽
宝藏。

■王振华 文

距今 50 多年前，那时我刚刚 10
岁。那一年，上海的街上突然流行起
玩跑冰车来，一时成了男孩子们最热
衷的游戏。

所谓的跑冰车，就是用一块大约
30-40厘米长、20-30厘米宽的木板，
靠近后面部位钉上木条为轴，两侧装
上直径 5-10 厘米的轴承（俗称弹子
盘），然后找一根长约1米的木杆，方
的圆的均可，以方形为佳，上端横着钉
一根15-20厘米长的木条作为把手，
下端两边再固定上短木条成U字型，
中间再嵌入一个轴承。

至于木板与木杆的连接，颇有些
讲究。简单随意型的，直接从商店里
买一根门窗用的搭钩，用螺丝直接固
定在木板上，再将一颗羊眼螺丝拧进
木杆的合适位置，将木板上的搭钩挂
进木杆上的羊眼，一辆跑冰车就大功
告成了。

至于考究些的，那要有制作条件，

比如家里有人在工厂里当钳工之类
的，可以找到废铁片，加工成连接装
置。通常是将铁片加工成一片L型，
一片E型，分别固定在木板木杆上，中
间钻洞，两片铁片搭在一起，洞与洞之
间插入一颗粗粗的螺丝连接，看上去
颇为专业，也比用搭钩更稳当，感觉就
像是火车车厢之间的连接那样规范。

跑冰车的玩法十分简单，只要是
平整的硬质路面都可以玩，水泥路面、
柏油路面都没问题。玩时，一只脚踩
在木板上，双手握住木杆上方的把手，
另一只脚在地面上用力一蹬，跑冰车
便会箭一般地向前疾驶，发出巨大的
声响。站在跑冰车上，顿时会产生一
种风驰电掣般的感觉，好比哪吒踩在
了风火轮上。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新
村里。由于是新建住宅区，新村里铺
设有长长的水泥人行道，正适合玩跑
冰车。看着一些与我差不多大的孩
子天天踩着跑冰车炫酷，我心痒眼
馋，禁不住每天缠着父亲去买弹子盘

和木料。
当时是计划经济，弹子盘与木料

又是生产物资，不是随便能买到的。
虽然在旧货市场上偶尔有工厂报废的
弹子盘，但一般也不会卖给家庭消费
者。既使能买到，弹子盘的价格也不
菲，起码好几块钱一只，当年对一个家
庭来说，几块钱已能派上很大用处，可
以买上几十斤上好的大米了。

虽然如此，看着我每天渴望的眼
神，父亲还是心软了，答应为我制作一
辆跑冰车。

一天傍晚，父亲下班回到家中，笑
眯眯地把我拉到身旁，变戏法似的从
包里拿出三个弹子盘来。我当时高兴
得立刻就雀跃欢呼起来。很久以后，
我才想，当时父亲为了这三个弹子盘，
不知费了多少劲……

不久，父亲又找来了木料，利用一
个星期天的时间，为我做成了一辆跑
冰车。

虽然采用的是搭钩连接，踩上去
有些摇晃，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跑冰
车！在父亲“慢点、慢点”的嘱咐声中，
我迫不及待地带着跑冰车来到新村路
上踩行起来。

弹子盘在水泥路面上快速滚过，
发出巨大的噪声，在我听来，却是最美

妙的音乐，仿佛向全新村的小伙伴们
宣示，我也有跑冰车了。

看到“大头”“小黑皮”“阿七”纷纷
打开窗户，伸出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
我，我更是昂首站在跑冰车上快速驶
过，就像行进在检阅的大道上，心中别
提多得意了。

跑冰车虽说结构简陋，但踩行时
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这个，随着自
已玩的时间长了，就会慢慢体会出来
并逐步掌握，比如怎么让它尽量延长
滑行时间，怎么在疾行中迅速刹住，怎
么迅速地转弯和调头等等。母亲原来
并不赞成我玩跑冰车，怕跌倒摔伤，但
看我那“驾驶技术娴熟”的样子，也就
渐渐地不管我了。

现在回想起来，玩跑冰车，不仅让
我幼小的心灵得到了满足，也煅炼了
我的身体，训练了身体的机敏性和思
维反应的敏捷性。手工制作的跑冰
车，比不得现在商店里卖的踏板车，随
时随地会坏。而大人们又不是时刻都
在身边。跑冰车坏了，又急着要玩，又
找不到大人，怎么办？只能自已动
手。我也就是从那时起，学会了使用
了榔头、螺丝刀、老虎钳和锯子的。跑
冰车上用的弹子盘，都是工厂淘汱下
来的，慢慢地，我也学会了怎么鉴别弹

子盘的好坏，关键是这些旧弹子盘的
滚珠不能磨损太多，固定滚珠的夹片
不能有损坏。渐渐地，还知道了弹子
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小到直径几
毫米的微型轴承，也有大到你拿不动
的。滚珠也不是一种，有圆珠型的，也
有圆柱型的。这些旧弹子盘，让我初
窥了机械天地的多彩多姿。

后来，我又有了第二辆跑冰车。
第二辆跑冰车与第一辆相比，要求可
就大大不一样了，后面木板上的两个
弹子盘要大小合适，前面的那个弹子
盘一定要大。记得当时父亲托人找了
一个直径至少12厘米、宽在2厘米的
大弹子盘，拿出去真是“弹眼落睛”。
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工厂劳动，便请厂
里老师傅做了很规范的连接装置，让
我兴奋不已。最重要的，这第二辆跑
冰车，虽然还是父亲为主来制作，但其
中也有了我的参与。记得我还用一号
电池和小电珠做了一个车灯放在前
面。当小电珠点亮的时候，我心中升
起了一股收获劳动果实的由衷喜悦。

如今，每当我在马路上看到年轻
人踩着五颜六色的踏板车的时候，便
会想到我的跑冰车。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它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

■朱慰琦 文/图

家门口的 14 路公交电车，外型
换成了酷似百年前的有轨电车，蓝
色车身上绘制着老式电车图形，中
英文“百年公交”印制在醒目位置。
行车中，仿老式电车轻轻的“叮叮
叮”声，取代了鸣笛声。电车穿行于
繁华市区，给这座城市抹上了一股
老上海味道。

1908 年 3 月 5 日，上海第一条
有轨电车线路正式开通。这条由
英商经营的 1 路有轨电车，线路长
6.04 公里，自静安寺至外滩广东路
的上海总会。据说，当时市民们
误以为坐电车会触电，一时没人
敢乘坐。为此，英国人雇用了一
批失业者当专业坐车人，还向乘
客 赠 送 花 露 水 、牙 粉 、香 皂 等 礼
物，生意才逐渐好转。到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有轨电车已遍布上
海市区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成
为公共交通的生力军。1975 年 12
月 1 日，上海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
3 路（虹口公园至五角场）拆除，改
行 93 路公共汽车。

如今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各
种现代化城市公交车辆的更新层出
不穷。轨道交通、中运量等各种客
运线路如蛛网般密密麻麻地覆盖了
整座城市。城市建设发展也越来越
快，现代楼宇、商场星罗棋布，绿地、
广场、高架错落有致，入夜全息3D、
AI 灯光秀扮靓着这座城市，夜色越
来越动人了。

眼花缭乱之余，人们还是不免
对老上海城市交通、城市建设的
回忆。如今 14 路的“换装”，可以
说 承 载 着 老 上 海 人 那 淡 淡 的 乡
愁 。（图 片 摄 于 位 于 杨 浦 的 14 路
终、起点站）

海上风物

百年公交偶感

■佘建民 文

3月12日，我迎来了又一个植树节。
说起植树，我大半辈子都与其有

缘。六十年多前，当时我家住在杨浦
区的棚户区，读小学的我就在父母的
指导下，亲手将柳条插在我家门前的
空地上，没几年，那些柳条就长成了
小树，之后小树又长成了中树、大树。

春天，我们用柳条编树帽，夏天
在树荫下纳凉，柳树粗壮的树干还被
用来拴上绳子晾衣，有调皮的孩童会
爬上柳树的高处嬉戏。那时，棚户区
的春色总是先从柳树枝头那一抹鹅
黄嫩绿上显现。

1970 年，我远赴安徽务农，第二
年被社员选为生产队副队长的我，就
按照公社部署，带领社员沿大队到生
产队的土路两旁栽种了数百棵杨树，
并在村前屋后地边，栽种了许多被当
地人称为“焦（裕禄）桐”的泡桐树。
在我离开农村去南京上学前，我还专

门依依不舍地为当年亲手种下的树
培了土。1978年，我去镇中学探望当
时还在那里教书的妻子时，又专程回
到生产队，看到当年栽种的杨树、泡
桐挺拔地耸立在路旁和田间地头。

在南京，我参与过学校开门办学组
织的去长江北岸的植树运动，与老师和
同学们一起，种下了许许多多的树木。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省312
地质队工作。说来也是有缘，1979年
国家设定的植树节就定在每年 3 月
12日，与我们地质队代号完全相同，
让对植树造林一往情深的我喜不自
胜。我们驻地在蚌埠市，每年春天，
我都会积极参与地质队组织的植树
活动，定线、放样、挖坑、培土、浇水，
我样样拿手，这得益于我当年在乡村
植树的经验。

成家后，我便与已调到地质队学
校教书的妻子一起，在家门口的空地
上，开辟了一方菜园，并在门前栽种了
数棵泡桐树。泡桐属速生树种，不几
年，就长得高高大大的，粗壮的树干可
系绳晾衣；枝头则是小鸟的乐园，晨昏
在枝头鸣唱着；浓密的树荫为我们遮
蔽夏日的骄阳，傍晚，我们一家三口就
在树下纳凉、用餐，那份田园生活的惬

意，至今想来仍是幸福满满。
特别是，同事为给我们新屋添

喜，特地把他家最大的一棵年年结满
无花果的果树移栽到我家院里。夏
秋时节，硕大的果实挂满枝头。待果
实饱满，外皮呈深红，散发出阵阵果
香后，我们就适时采摘。无花果留给
我们的那种特有的清香甜糯的美味，
至今难忘。我们还经常摘下无花果
馈赠同事和邻里，当然，孩童也会来
摘，我们见了从不阻拦，只是告诉他
们不能折断枝条。

1993 年，我们一家调回上海，妻
教书，我则从事市政工程工作。我常
年泡在工地，先后参与过浦东内环
线、杨高路、杨浦区江浦路、周家嘴路
改扩建、上海绕城A30高速公路等众
多的工程，每个项目都少不了绿化工
程。看着那些树木挺直地耸立在行
道旁的英姿，我就油然地感到快乐。

柳枝经雨重，松色带烟深。如今
植树节前后，去建设过的工程走走看
看，抚摸一下当年我们亲手栽种的树
木，嗅一下大树散发的气息，那份亲
近的愉悦，非笔墨所能尽述。

感谢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和森林
树木。

意犹未尽

水中倒影映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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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活动在杨浦滨江举行

本报讯 3 月 9 日下午，由市政
府合作交流办、市民政局、杨浦区人
民政府、市文联主办的“聚善同心
公益同行——上海市社会力量助力
对口地区乡村振兴公益之春”活动
在杨浦滨江举行。

市委常委、副市长郭芳出席活
动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祝
平，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党组书记、主
任潘晓岗，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蕊，杨浦区
委副书记、区长薛侃，以及上海市援
滇干部联络组和相关社会组织代表
共同启动“助力对口地区乡村振兴·
定向云南沪滇携手‘163 百万公益
行动’”。首批 16 家基金会携手本
市16个区，按结对关系对应15个沪
滇帮扶州市需求，在当地投放公益
帮扶项目。

郭芳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支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帮助对口地区推进乡村振兴
是上海的政治责任，上海的社会组
织是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重要
力量。近年来，上海通过出台指导
意见、加大政策支持、引导资源流
动、健全平台保障、发挥示范引领等
措施，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口
帮扶工作，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
高度肯定和社会广泛好评。

郭芳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
础。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舞台广
阔、使命光荣。在助力乡村振兴不
断开创新局面的实践中，要提高认
识，凝聚更大合力。要按照民政部
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要求，强化政策
支持、机制保障、宣传发动，进一步
聚合“政府平台+社会力量”的强大
合力。要发挥优势，展现更大作
为。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特色、用
好自身资源，加强前方需求和后方
资源的精准对接，挖掘“真需求”、动
员“真投入”，引导“爱心群体”在“爱
心平台”实现“爱心连接”。要善作
善成，取得更大实效。希望社会力
量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打造更多具
有上海特色的帮扶项目，推出更多

“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公益品
牌，在全社会营造人人愿为、向上向
善的良好氛围。

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夏煜静，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副主任
熊英，市民政局副局长李雅平，杨浦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尼冰和各兄
弟区分管副区长，各区政府合作交
流办负责同志，以及相关社会组织
负责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发布了12个“公益之
星”——上海市社会力量公益帮扶
典型项目。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华侨事
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外商投资协
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先后
用生动案例讲述用心用情的帮扶
故事。

杨浦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从
社会组织到企业集团，从个人到集
体，以捐款捐物、智力支持、志愿服
务等不同形式参与到对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地区的社会帮扶。去年
以来，杨浦社会各界向对口地区总
计捐赠额1575.54万元，同比增长为
12.9%，其中，捐款 1084.18 万元，捐
物折款491.36万元。 ■周梦真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就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增强绿林资源实时感知度，拓展绿地复合功能
本报讯 在第45个植树节到来之

际，3月10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薛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绣明，区
政协主席邰荀，区委副书记周海鹰等
区领导来到安浦路丹东路绿地，同市
民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以实
际行动为杨浦生态建设增绿添彩。

挥锹铲土、提水浇灌，明媚春光中，
一株株新种下的栾树树苗，迎风挺立。

当天，区领导还调研了全区林长
制落实、绿道建设、古树名木保护等

工作，了解杨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并就进一步抓好相关工作提出要
求。区领导指出，要扎实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宣传教
育，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植绿增绿、
护绿爱绿，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宜居杨浦。要积极增绿，深
入践行“双碳”战略，以落实落细林长
制为抓手，不断加大绿道、公共绿地、
立体绿化建设力度，让绿色成为城市
发展最动人的底色、人民城市最温暖

的亮色。要科学护绿，依托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平台，全面增强绿林资源
的实时感知度，加强精细化管理，持
续提高绿化养护水平。要全民享绿，
深入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拓展绿地的
复合功能，精心打造让人民群众感受
美好、诗意栖居的生活秀带。

杨浦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深入推进“互联网+义务植树”、古
树认养等活动，以公园绿地新建改建、
美丽街区建设为着力点，持续提升城

区绿地总量，目前绿化覆盖面积达
1600余公顷、绿地面积1500余公顷、
绿化特色道路6条，绿道30.18公里。

杨浦共有公园城市19座（含1座
市属公园），通过搭建公园党群服务
站及园艺中心的互动体验平台、打造

“海棠花展”和“荷花睡莲展”等公园
主题文化品牌等方式，全力推动“公
园+”资源整合，努力将“城市中的公
园”升级为“公园中的城市”。

■记者 周梦真

用劳模精神引领风尚不断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杨浦区举行劳模先进代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活动

本报讯 3月10日上午，“劳动创
造幸福 扬帆再启新程”杨浦区劳模
先进代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主题活动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

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与2022年
全国和上海市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
号获奖代表进行座谈并合影留念，对
他们获得的荣誉表示热烈祝贺，并充
分肯定了他们为杨浦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贡献。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浦
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杨春霞，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单位代表、杨浦
区市东医院党委副书记车晓怡，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浦公安分
局控江路派出所民警、二级警长范泉
华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薛侃指出，目前杨浦正围绕区
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工作，不
断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希望
劳模先进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杨
浦科技创新、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等

方面发光发热、再立新功。全区各
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要学习
先进榜样，用劳模精神引领风尚、用
劳动精神激发干劲、用工匠精神凝
聚力量，为加快建设杨浦“四高城
区”不懈奋斗。

活动中，区委副书记周海鹰，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董
海明共同开通沪东工人运动展示馆
线上VR全景展厅。围绕讲好工运先
驱革命故事、民族工业发展故事和劳
模先进奋斗故事，该展厅将打造线上

线下“全景体验式”的红色地标和职
工群众精神上的“红色加油站”。

与会领导共同为杨浦区荣获
2022年全国和上海市五一劳动奖、工
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个人）颁奖。
董海明部署了杨浦区五一劳动奖评
选工作。 ■记者 周梦真

搭建信访连心桥解决群众烦心事
本报讯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

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杨浦区深入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列入区委、区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区领导亲自研究、
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坚持问
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化解。

近日，区四套班子领导来到基层一
线，面对面听取居民的诉求和意见建
议，仔细查阅相关资料，一起分析问题、
厘清事实、研究方案，耐心细致地阐明
政策、答复问题，要求相关部门和街道
抓紧研究，统筹考虑、精准施策，拿出切
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帮助居民解决难
题，全力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广泛集民意，人民建议征集成果
显著。杨浦区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用好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平台、
征集员小屋等重要载体，结合 110 警

情、12345市民热线、来信来访、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等渠道，广泛征集民情
民意。今年以来，开展了“15分钟生活
圈”“我为打造杨浦滨江文化秀带献一
计”等专题征集活动，共征集建议162
条，推动更多“金点子”转化为促进发
展“金果子”和城市治理的“金钥匙”。

全力暖民心，服务群众方式更加多
元。杨浦区将信访工作全面融入城市
基层治理体系，以持续推进“家门口”信
访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进一步规范场
景布局、丰富服务内容，融入法律咨询、
心理咨询、人民调解等多元内容，深化

“知心妈妈”等项目内涵功能，开展年度
百合花访调对接项目，打通群众信访

“最后一公里”，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今年新建信访数据可视化
访情分析室平台，强化对信访数据的分
析运用和动态感知，绘好社情民意“晴
雨表”。 ■记者 周梦真

打造“智慧”城市，打开社区建设的新天地

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作为首个市级、区级实体人民建议征集
站，联动杨浦滨江岸线每隔700米就设置一个的党群服务站，使每个服务站都
拥有“人民建议征集点”。 ■记者 赵晨亮 摄

2023 年，杨浦抢抓新机遇、培
育 新 动 能 、营 造 好 生 态 ，在 高 质
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长白新村
街道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群众将
同心、同向、同行，把“施工图”转
化为“实景图”，为 美 好 的 未 来 奋
斗 打 拼 ，努 力 探 索 人 民 城 市“ 长
白样板”。

“三化”发展树样张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

长白新村街道辖区内拥有“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大江”（黄浦江北段）、

“大厂”三大集聚优势。随着黄浦江
岸线中北段的打通以及杨浦与市属
国企合作的深化，“三大集聚”潜在的

资源禀赋优势正在加速孕育成创新
发展的胜势。

2023 年，长白新村街道着眼“大
学”资源优势，引导高校释放科创动
能，增强区域创新发展动力。街道将
着力深化区校企联动合作和区域发
展需求深度对接，与上海理工大学、
区滨江办、滨江公司共同打造上理工

公共岸线开放样板，形成“一河有华
政、一江看上理”双星辉映格局。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