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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 文

在同济新村老年活动室的后门
外，有一小块掩映在绿树中的活动场
地，有人喜欢在这儿打羽毛球，有人
喜欢在这儿学习跳舞，而每个周五的
上午，我也会来到这里，因为这时会
有一个唱歌小组在活动。

这个唱歌小组的成员基本都是
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有的都八十多岁
了，唱的也多是怀旧歌曲。教歌的陈
春林老师也已经年近七十岁。他除
了每周选歌、复印新的歌曲，还为大
家从网上买来了《经典老歌400首》，
人手一册。唱歌时，陈老师在前面打
着拍子，领着大家先唱谱，再唱词。
歌声响起，组员们都特别投入，简直

是如醉如痴，瓢泼大雨都挡不住这里
的歌声。

我自己本是五音不全，不会唱歌
的。对唱歌发生兴趣是因为在很多
年前，我问我的留学生们，为什么要
来中国留学？有一位非洲留学生的
回答非常特别，她说：“我很小的时
候听到过一首中国歌，很好听，所以
就想以后要到这歌里唱的地方去。”
我问她听到的是哪一首中国歌，是
在哪里听到的？她说是听工地上的
支援非洲建设的中国工人唱的，她
不懂歌词，曲调也记不清了。但从
她哼唱出的仅有的几个音符，我还
是听出来了，当年她听到的是中国歌
曲《东方红》。

这件事启发了我，音乐是没有国

界的。
一首幼年时听到的中国歌曲，

就可以吸引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不
远万里来到中国留学。那我如果
能让更多的留学生听到中国歌曲，
可能就会像撒种一样把中国文化
播入他们的心里。尤其是当我拿
到 2022 年秋季学生名单时，更坚定
了每次网课中留出五到十分种介
绍中国歌曲的想法。这个班的学
生来自世界上亚、非、欧、美几大洲
的十五个国家，通过课上短短的几
分种，就可以让中国歌曲更快地走
向世界。

果然，留学生们对中国歌曲很感
兴趣。而且他们对我提出了一个新
的要求：由于网课音频有时间差，所
以直接听录音有时候听不清楚歌词，

“希望林老师不要直接播放录音，而
是自己先唱一遍。”哎呀，以前在教室
里上课时我只要播放歌曲的录音就
可以了，现在因为是网课，学生的要

求提高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同济新村的唱

歌小组，每周在这里跟着大家练习唱
歌。不仅如此，我还得到了陈春林老
师的特别辅导。他和我一起挑选适
合外国人学唱的歌，单独教我唱谱，
让我能多少唱得比较少跑调一点儿，
多少能“靠谱”一些。我这学期在课
堂上教过的中国歌曲《一封家书》《永
远是朋友》《敖包相会》《我和你》《三
百六十五个祝福》《思念》和《茉莉
花》，都得到过陈老师的详细指点和
帮助。

这个班的留学生也格外勤奋，他
们非常喜欢中国歌曲。学期结束时，
留学生们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或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留学
生是因为听到了一首好听的中国歌
曲，萌发了要到中国留学的想法。
那我们同济新村唱歌小组的歌声，
就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小
小音符啦。

■金洪远 文

在我原先居住过的海滨小城梅
州新村家门口，有一株硕大的迎春
花。

春天的脚步临近时，一嘟噜一嘟
噜金黄的花儿便组成了一个鲜艳的

“星团”，煞是弹眼落睛。移步向前仔
细端详，那“星团”是由无数个长长
的、牵丝攀藤的枝蔓支撑起来的，每
条枝蔓上都挂着一串小巧玲珑的花
朵。那花朵，都有六个瓣，尽情地展
露芳华，仿佛在向每一个注视她的人
宣告：春天来了。

人们常说：“红花虽好还要绿叶

扶持。”迎春花的美丽，却不需要绿叶
的扶持，在枝条上还没有抽展绿叶的
时候，在人们不经意之间，那些可爱
的鹅黄色小精灵就已经悄然亮相了。

乍暖还寒的风吹来，她默默地与
之抗争，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这是
多么难能可贵。

记得三十多年前吧，这株迎春花
还在园林所花工老魏的手里，显得是
那么的瘦弱，细细的枝条只有几片小
小的绿叶。“这是迎春花呀。”在花圃
培土的老魏抬起头笑呵呵地告诉我
们，“别看她不起眼，迎春花还与梅
花、水仙、山茶花号称‘雪中四友’，花
语是相爱到永远，迎春花开金灿灿，

春天的脚步就一天天走来了。”
迎春花就像老魏说的，姑娘十

八变越变越好看。刚开始两三年，
垂挂在枝条上的花朵只有稀稀疏疏
几朵，好似青涩的小姑娘；过了两
年，春节刚过，所有的花枝下垂，小
片的绿叶挂于枝条上，像是万条垂
柳绿丝绦。整株树，形如一把花伞，
金灿灿的花朵争相吐艳得满树都
是，微风来时，犹如无数金色的蝴蝶
满树飞舞，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就像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子，泼泼辣
辣将囤积了一年的热量义无反顾地
展现在赏识她的人面前。特别让我
钦佩的是，因为家门口的花圃是在
盐碱地上改建的，虽经改造，但从养
殖的环境而言，总不算理想。和她
一起移植而来的花卉，有的没有成
活，有的病恹恹的一蹶不振，唯独这
迎春花，不择水土，随遇而安而一枝

独秀，英姿勃发，让人从心底里升起
深深的敬意。

如此简单的培植，居然能凌寒开
出灿烂的花，真是不可思议。说句实
在话，迎春花不像牡丹那样尊贵，月
季那样娇美动人，茉莉那样芳香，但
在其它花严寒冬眠时，她却悄悄地迎
着春寒，在清冽的春风里翩翩起舞，
报告着春天的信息，召唤百花开放斗
艳，为大地迎来希望的春天。

而当百花争艳，百鸟争鸣，花枝
头星星点点的金色，一点点无声无息
融入身下的泥土，默默回到大地母亲
的怀抱，这是何等的情怀。

退休后举家迁居已多年，但海滨
小城旧居门口的迎春花依旧在梦中
常常和我相遇。梦中的她，依旧形如
花伞，扑闪着金色的翅膀。

你好啊，迎春花，开在我心底深
处一朵吐露芳华的花。

时令小语

迎春花开吐芳华

岁月悠悠

摆摊
■佘建民 文

双休日，沐浴着暖融融的冬阳
外出购物，看到小区旁宽广的人行
道旁有不少卖蔬果、鲜花、衣帽鞋袜
和迎新挂历的摊位，也有卖现烤山
芋、玉米和热气腾腾的小吃的，街市
色彩斑斓、人来人往，一片喜色。有
老伯感叹地说：上海滩的烟火气又
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我油然地想起了自
己摆摊的往事。1962年，我上小学四
年级。虽然当时生活已比“三年困难
时期”时有所改善，但生活仍颇多不

易，许多居民家都养鸡下蛋，改善生
活。住在黄兴路棚户区的我家也养
了五六只母鸡，旺季，每天有三四个
鸡蛋，对长身体的我和哥哥的重要
性，自不待言。

那年初冬，下蛋最多的被称为
“黑一万”的母鸡未再下蛋。母亲想
杀了它，炖汤，但不知是因为从小养
大的鸡有了感情，还是因为贫穷，最
终舍不得吃，便与刚放学到家的我商
量，让我抱着“黑一万”去位于离家不
远的仁德纱厂（国棉三十厂）门口卖
掉，价格是五元。妈妈说，纱厂下班
人多，容易卖掉。

我年少不谙世事，对妈妈的话
言听计从。于是放下书包，抱着被
缚着脚，屁股已被洗干净的母鸡，来
到临青路（靠近长阳路）的纱厂西
门，抱着鸡，蹲在门口。来来往往的

工人很多，询价者也不少，半小时
后，来了位清瘦的中年男人，他问价
后，便把我带到他所住引翔港的家
中，称了一下重量后，把五元钱递给
我，还嘱咐我路上小心，慢慢走。这
是我第一次摆摊。

1970 年，我远赴安徽务农。在
那里，乡亲们待我和同住的发小都
很好，但囿于当时的条件，生产队难
以拿出现金直接给我们购买生活用
品。我们需要买些点油灯的煤油和
偶尔改善伙食吃猪肉时，生产队会
从仓库取出一些黄豆，让我们去集
市变卖。于是，隔一两个月，我或者
同住的发小伯华，便会挎着装满黄
豆、约10多斤的马鞍型竹篮，步行五
六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的集市摆摊
卖黄豆。

开始，我对摆摊很不习惯，害

羞，用草帽把头脸遮住，傻傻地蹲
在集市卖粮区域的一角，等着买家
询价。也因为害羞，我总是开价比
别人低，所以成交也较快。一来二
去，在集市做中介（掮客）的邢大爷
察觉出我售卖的黄豆比别人价格
低，于心不忍，便主动告诉我，以后
我卖粮食就直接找他，由他找买
家，他一分钱的中介费都不收我
的，且价格不会比别人低。自此，
我再去集市卖粮，就直接交给邢大
爷，省时省力不说，价格也比我自
己直接卖的高些。乡亲们对知青
的体贴照顾，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细
微处。

我调回上海工作后，再未摆过
摊，但对摊贩的不易，感同身受，我尤
其不忍看到摊贩望向路人时乞求的
眼神。

世相百态

■罗光辉 文

春节，回到家乡，亲人团聚，围
炉取暖，烟花爆竹舞龙灯，红红火
火，热闹非凡。

元宵夜，空中瀑布烟花噼里啪
啦，轰隆轰隆，照亮了乡村的夜空，
映红了半边天。大人小孩，手舞足
蹈，拍照，视频，过年。

第二天起床，我站在昨夜的欢
声笑语里，仰望着门前两棵板栗树，
那是父亲留下的宝贵遗产，树龄60
多年。阳光从枝丫中照射过来，温
暖着我的身心。

站在树下，思绪万千。我想起
了那些向光而行的日子，那些日子，
明亮而美好。

那年元旦，为了避寒，我登上了
飞三亚的飞机，坐在我旁边的，是去
陵水参加音乐节的两位小姑娘，她
们很阳光，很热情，很有热爱生活的
范。走出机场，姑娘弹着吉他：“和
云儿去旅行，和风儿去流浪，陪着鸟
儿去飞翔。”

我们全家一行 6 人前往博鳌，
我去参加海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的海
洋文学座谈会。我们拥抱大海，座
谈如何繁荣海洋文学，参观南海博
物馆，品味最美乡村。

座谈会结束，我和家人走进
椰树林，参加游园活动，和孙女
合力摘椰子。我俩撑起十几米
长 的 竹 竿 ，一 二 三 ，竹 竿 一 抖 ，

“砰砰”两声，掉下两个大大的椰
子。旁边小孙子乐了，“咯咯咯
咯”椰林里荡漾着天真烂漫的欢
笑声。

小孙子是个小捣蛋，他在哪里
出现，哪里的秩序就会被搅得叮当
作响。那天，他奶奶在剥毛豆，我
在看微信，没陪他玩。他走到阳
台，杯碗壶盆当玩具，水龙头拧开，
流水哗哗啦啦，我跑过去关上水龙
头，他又拿起一碗剥好的毛豆，往
地上一倒，又是一阵稀里哗啦。我
上去刚想“训斥”他，他冲我一笑：

“爷爷，好玩吧！”
红旗招展，彩霞满天，莺飞草

长的日子，和几位书画家在琼中
翔尔绿橙园，品读退役军人的风
彩，描绘黎姆山下的新诗篇，脱军
装初心未改再出发，换新岗矢志
不渝永冲锋。果园内，翰墨飘香，
鱼水情深。谒圣山，观瀑布，流水
静我耳，青山清我目，生态生命，
叶茂枝繁。

赤日炎炎的夏季，儋州的本家
战友罗海南引着我们漫步“东坡
书院”，领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的豪放气魄。一片荷花塘，
一座精神家园，头戴竹笠，足登木
屐，永远的苏东坡，忽近忽远，忽
远忽近……

国庆期间，在因一句“一个叫
春的城市”而闻名的宜春，度过了
一段有意义而又开心的日子，游
飞剑潭水库，看“点亮生命艺术
团”演出，爬明月山，观洪阳洞，感
悟了大自然的五彩缤纷和奋斗的
开心快乐。

农历十月十五，我的生日，和
文朋诗友走进了家乡江西高安
百峰岭。这座建于上世纪 60 年
代的军马场，经改造成了“兵营
民宿”。这儿，园艺缤纷，蜿蜒姹
紫，军歌嘹亮。这天，我看到了
大美日全食，看到了如诗如画的
月光，看云淡风轻，沐人间烟火，
真好！

不觉年，年已去，不觉春，春
已立。虎跃雄关，兔引祥瑞，什
么烦心事，都随旧岁。这一年，
有很多不易，生活的点滴，演绎
出 人 生 最 美 的 光 ，相 信 明 天 会
更好！

向光而行
Y A N G P U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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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与香格里拉市就深化
两地东西部协作沟通交流

本报讯 3 月 14 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薛侃会见了香格里
拉市委副书记、市长巨燕冬率领
的香格里拉市代表团一行，双方
就推进两地东西部协作进行了深
入沟通交流。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尼冰参加。

薛侃对香格里拉市代表团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指出，杨浦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
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中央要求、香格里拉所需、杨浦所
能”的原则，围绕助力乡村振兴，创
新产业协作、消费帮扶、组团服务等
方式，不断推进基建工程、人才交
流、劳务合作等项目开展，将两地协
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推进。希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上，双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力助推
香格里拉经济高质量发展。

巨燕冬对杨浦区长期以来的帮
扶致以诚挚感谢，他表示，香格里拉
市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国家乡村振
兴的部署要求，积极总结提炼东西
部协作经验，深化文旅合作，密切科
技和人才交流，抓实抓紧项目落地，
着力把两地协作项目做成典范，全
力推动两地东西部协作向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发展。

据悉，自 2021 年杨浦区与香
格里拉市建立对口协作 关 系 以
来，共计投入市、区两级专项资
金 1.167 亿元，实施项目 62 个，项
目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发展、乡村
建设、民生保障、人才赋能等四大
领域，两年来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
率均达到100%。 ■宋玥

“同心同阅”实践
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讯 近日，杨浦区政协“同
心同阅”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党的
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在学悦风
咏书社举办。区政协主席邰荀，副
主席顾登妹、明依、郑明出席活
动。会上，邰荀为区政协“同心同
阅”实践基地揭牌，并宣布实践基地
正式启用。

当天，区政协“同心同阅”实践
基地开展了首场专题学习会，邀请
上海市二十大精神宣讲团专家成
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沈桂龙作题为《对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与体会》辅导
报告。全体政协委员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参加学习会。

区政协“同心同阅”实践基地的
建设，标志着委员们有了一个常态
化、综合性的读书学习平台。今后，
实践基地将充分发挥各专委会、各
界别的特色优势和各专委会领读人
的表率作用，依托学悦风咏书社在
传统文化和专业学术等领域的丰富
资源，通过“阅·铸魂”“阅·百家”

“阅·行走”“阅·留香”等单元式设
计，以专家讲座、委员讲坛、读书分
享等多样化形式，组织委员荐书、读
书、讲书、品书，着力打造思想引领
的创新载体、知情明政的学习园地、
凝聚共识的精神家园。 ■窦雨琪

近距离观赏“曹素功制墨”“周虎臣制笔”生产流程，还有手作课堂

4A级景区笔墨宫坊在杨浦开馆
■记者 汤顺佳 文/摄

3 月 18 日，上海文化新地标、非
遗体验新空间、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笔墨宫坊在杨浦区军工路 1300
号开馆。

坐落于杨浦滨江之畔的笔墨宫
坊，由曹素功、周虎臣两个中华老字
号组成，均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
今三百多年历史。其中，曹素功墨锭
制作技艺、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技艺。

一个全新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

一块曹素功墨锭，是如何诞生
的？一支周虎臣狼毫笔，需要多少材
料加工而成？

在当今“提笔忘字”的计算机时
代，笔墨似乎已离市民生活越来越
远。如何将制笔制墨的珍贵技艺传承
下去？作为都市工业旅游、文化旅游
的新亮点，笔墨宫坊是一个尝试。

走进笔墨宫坊，可见“非遗手作
坊”“墨模宝库”“笔墨文博区”“艺术
交流中心”“文创空间”“大师工作室”

“休闲互动吧”等功能性区域，均面向
市民开放。

点烟，制墨，翻晾，描金……来到
“非遗手作坊”，便能知晓一块曹素功
墨锭是怎样炼成的。长长的走廊两
侧就是工作室，手工师傅们“现场办
公”，通过透明窗口，游客可以近距离

观赏“曹素功制墨”和“周虎臣制笔”
的生产流程。

同时，笔墨宫坊已入选今年首
批“社会大美育课堂”，将陆续开展各
类研学体验活动，让非遗“触手可
及”。“我们将大力协调、组织非遗、书
法、文化、旅游、文创等多个领域的专
家和教师，打造丰富多彩的互动游学
项目。”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有限
公司董事长许思豪说，“通过多元化
的游学活动，为游客，尤其是青少年
带来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深度感受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我们笔墨宫坊，有三个手作
课堂，分别叫制墨手造间、拓片手造
间、描金手造间，学生们可以走进手

造间，跟着非遗的匠人们一起体验非
遗技艺。”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雯介绍。

非遗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原生状
态、延续着民族的生命记忆、蕴藏着民
族文化根源。记者了解到，笔墨宫坊
已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将非遗
的生产制作与非遗文博、非遗旅游、非
遗研学、非遗文创、非遗科技结合起
来，旨在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发挥
非遗与研学的育人价值。

两个全国文房四宝行业
中历史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

老字号“曹素功”于清康熙六年

（1667年）开创，创建者为安徽歙县人
曹素功。据传康熙南巡时，曹素功曾
以“黄山图”墨进献，御赐“紫玉光”之
名，自此墨庄名声大振，历经后代子
孙开拓，享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
之墨推曹氏”的美誉。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代制
笔名匠周虎臣在苏州开设笔庄。康
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康熙帝六十
大寿时，笔庄进贡寿笔，赐书“笔走龙
蛇”，自此成为朝廷主要御用制笔
者。其笔做工至精良，获得清末著名
书法家李瑞清的赞誉：“海上制笔者，
无逾周虎臣。”

如今，笔墨宫坊“墨模宝库”内，
陈列了近万副明清传承而来的墨锭
模具。在“笔墨文博区”，还有皇家
笔墨、名家笔墨、红色笔墨等文物
展示。

馆内还有两尊镇馆之宝：“最长
的狼毫笔”和“最大的如意墨”。所谓
狼毫，并非真的狼毛，而是黄鼠狼尾
毛，一般长三四厘米。馆内这支最长
狼毫笔，出锋有9厘米以上，由周虎臣
的制笔师傅花费48年筹备制作而成。

另一“宝贝”如意墨，堪称墨苑
奇宝，清朝康熙年间御制，镌刻了

“云海烟霭，一柱擎天”图案，有着海
清河晏的美好寓意。制作时，手工
师傅需要每天矫正如意的弯折度，
使之完美成型。

据悉，笔墨宫坊每周二至周日开
放日常参观和研学活动，市民游客可
进入同名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

政务服务有态度，惠企营商环境再优化

向“公园里的城市”转变，为美丽杨浦增光添彩

坐落于杨浦滨江之畔的笔墨宫坊，由曹素功、周虎臣两个中华老字号组
成，均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三百多年历史。其中，曹素功墨锭制作技
艺、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技艺。

■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赵旭华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
月，杨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开通全市首
个“办不成事”线上窗口，正式挂牌推
出“惠企宜商”综合服务窗口。预审帮
办窗口位于中心一楼大厅，企业在办
事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在预
审帮办窗口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服务。

响应优化营商环境 6.0 版方案，
用实际行动助力企业“腾飞”。区政

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2023年，中
心将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为杨
浦城市数字化转型贡献改革力量，推
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

问政策、解难题、少跑
腿……杨浦“惠企宜商”窗
口挂牌

上午九点，杨浦区政务服务中心
的服务窗口前，陆续有市民前来咨
询、办事。“今年政务大厅企业办事的

高峰相比往年来得更早些，能感受到
创业者的干劲更足了。”政务服务中
心负责人说。

“惠企宜商”综合服务窗口，是杨
浦区对过去5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成
果的一次升级。

据了解，为帮助企业更便捷地掌
握政策导向，中心统一了涉企政策的
发布渠道，并将45项涉企优化政策汇
集到“惠企宜商”综合服务窗口，集中
各科室政策专家的力量，为企业提供

快速、权威、准确的讲解。
针对企业经营的个性化问题，

“惠企宜商”综合服务窗口还将专门
打造一支“中小企业事项延伸服务队
伍”，为各级园区、商务楼宇内白名单
企业提供远程代办服务。

届时，企业仅需向政务中心提出
业务咨询办理申请，即可由政务中心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远程代办服务，省
去了办公驻地和服务中心两头跑的
麻烦。 （下转第4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杨浦加快建设

“四高城区”，落实区“十四五”各项目标
任务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杨浦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将继续深入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对照目标、找准定位、担当
作为，以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创建和第
二轮“美丽街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巩固
垃圾分类工作成效，不断提升城区市容
环境品质，为杨浦打造人民城市“样板
间”贡献绿容智慧和力量。

以“公园城市”建设为目
标，筑牢生态之城底色

杨浦是上海浦西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滨江岸线最长的中心城区，区
绿化市容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积极探寻从“城市里的
公园”向“公园里的城市”转变，全力
以赴让杨浦居民实现推窗见绿、转角
遇美、出门进园。

推窗见绿，全面推进林长制工
作。全面推行林长制是我国生态文
明领域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目前，
杨浦已建立区、街道二级林长办组织
架构，发布区、街道二级林长制实施
方案。

2022 年，杨浦竖立林长公示牌
17 块，落实殷行、新江湾 2 个街道市
民园艺中心挂牌，有序推进单位绿

化开放共享1处。完成大桥公园（一
期）项目主体调整和建设，推动落实
大桥公园开放，基本完成公园城市
一期项目建设。

当前，杨浦滨江绿地的建设正按
照“北段突出生态林荫特色、中段突
出复兴岛独特江滩景观、南端融入历
史遗存与时代风情”的脉络推进，形
成四季有花、秋色烂漫、自然野趣、特
色鲜明的杨浦滨江公园城市先行示
范区，生动展现杨浦“四高城区”中的
高品质生态生活融合区。

转角遇美，优化口袋公园布局建
设。“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
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

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因其小巧
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使用等特
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近年来，
一处处口袋公园“靓”相杨浦街头，让
社区居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小而
美”中体会到“微幸福”。

为响应“十四五”期间口袋公园
建设要求，区绿化市容局2022年完成
新建德惠路顺平路、周家嘴路隆昌路
等7座口袋公园，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