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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 文

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本特别
的书，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本书，
而只是一本课本。这是一本 1979
年 4 月由上海师范大学英语广播
教研组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的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
语》初级班下册课本，版权页显示
该课本定价 0.51 元，印数高达九十
万册。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本课本在我
的精心“呵护”下，除了纸张有点泛
黄，整体品相依然完好。

1977 年恢复高考，我从崇明跃
进农场考入上海商业学校，学校虽然
有英语课，但得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为满足广大青年学习外语的需求，打
破常规专门开设一个频率举办业余
外语讲座的消息后，毅然决定给自己

“加餐”，参加学习。
只要一台“半导体”和一本课

本，就可以每天定时跟着收音机里
不见面的老师“牙牙学语”。这种
新颖方便的教学方式立马吸引了
广大年轻人，社会上迅速掀起了学
习广播英语的热潮。公园里，公交
车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手捧“半
导体”背诵英语单词的场景，成为
申城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
时，那本外语广播讲座《英语》课本
也洛阳纸贵，颇难买到。我的这本

《英语》下册课本是一大早赶到位
于河南中路 221 号的上海科技书店
排队买来的，欣喜若狂的我还特意
请营业员在课本的封底钤上科技
书店的印章。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你怎
么只买下册，不买上册啊？难道是
你的英语水平可以直接跳过上册
了？其实，早在一年多前，从广播中
得知这本英语课本的上册出版时，
我还在崇明农场“战天斗地”，偏僻
的崇明岛上根本就不可能买到此课
本。于是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帮忙
在市区购买。母亲在1978年1月13
日给我回信：

刘翔：
关于广播英语接到你第一封信

时，刘定就到长白、控江、平凉书店去
买，一直没有候到。星期四我也出去

看了，这书暂时可能买不到，现在我
托人想办法，如办到立即会邮来，不
用着急。今天我手抄了几页，你先
学起来，26个字母你要学懂，要会背
会默。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掀
起了一股学习热潮。一本广播英语
课本，刚到书店就会被抢购一空。
母亲和弟弟为了替我购买到这本课
本，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在一时难
以买到的情况下，母亲只得向他人
借来课本，手抄了几页后寄给我。
因我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母亲便
在信中嘱咐“26个字母你要学懂，要
会背会默。”

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没见到过
上册的“踪影”。1977 年高考前夕，
我只得捧着母亲的“手抄本”，背诵
ABC。而买到这本课本的下册时，
我已经再次成为一名学生重新坐进
了课堂。每当晚自修结束回到寝室
时，我便打开“半导体”，跟着空中课
堂里不见面的英语老师“叽哩哇
啦”。遗憾的是，虽然我学习英语的
历史很悠久，但水平依然还是很“搭
浆”。尽管如此，四十多年来我始终
对这本早已过时的旧课本不离不
弃，精心收藏。很多朋友或许不
解。殊不知，这本课本不仅从一个
侧面见证了我的人生之路，更是承
载着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与流淌的岁月。

■张勤 文

小鱼缸里养了三只虾。一只壳
暗青色，强壮贪吃，见到食物，挥舞着
两只大钳子，推土机似的大包大揽。
一只壳淡青色，身手敏捷，一碰到它，
就箭似的连蹦带跳快速后退。一只

壳米白色，瘦弱胆小，总是与另外两
只保持着距离。

投进几粒米饭，暗青壳和淡青
壳跑在前头，你争我抢。米白色小
虾躲在一边，只待吃一些残羹碎
屑。大概它有自知之明，抢不过何
必去自讨没趣。

看着让人有些担心，不知哪天米
白色小虾或许就饿死了。然而，世事
难料。有天下班回家，我看到早晨还
在抢食的暗青壳虾死在了鱼缸里，颜
色也已像烧熟似的变红了。猜想应

该是吃太多撑死了。呜呼哀哉，谁能
想到第一个丢了性命的竟是它。

又有天早晨，我发现鱼缸里的淡
青壳虾不见了，找了很久才在鱼缸外
的花盆里找到，却早已僵硬没了声
息。大约是它夜间不安分，跳出缸外
渴死了。

如今鱼缸里只剩米白色小虾了，
给它一粒米饭，虾钳一点一点夹住了
往嘴里送，细嚼慢咽能吃半天。

索取有度，不争短长，米白色小
虾的生存智慧或值得我们思考。

人生智慧

三只虾

■王建运 文

沪东杨浦境内有条兰州河，因紧
挨着始于杨树浦路黄浦江向北延伸
的兰州路而得名。河流经过长阳路
上高郎桥（现兰州路桥）再向北，就是
上世纪50至80年代有名的棚户区蒋
家浜了。

兰州河东西两侧加邻近的杨树
浦路上，集中了从旧上海就沿袭下来
的纺织厂、织布厂、制鞋厂、木材厂与
制药厂等企业，于是这里也是沪东地
区最大的产业工人集聚区，这里的工
人家庭又大都以苏北、江阴、苏锡常
籍人员组成，其中又以苏北籍人员占
了大多数。

沪宁戏院坐落于长阳路高郎桥
堍南侧蒋家浜边上一条弄堂内，基本
满足了旧时居住此处苏北籍人员观
赏江淮戏剧的文化需求。

讲沪宁戏院，有必要讲点沪东地
区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简史。

1927年，距离上处不远的怀德路
上建成了沪东境内首家文化娱乐场
所“天一楼”。至上海解放前作为下
只角的杨浦区，几乎没有像样的戏院
舞台，号称沪东第一台的“云鹤楼剧
场”建于1933年，加上以后陆续建成
的楚城、胜利、东新、朝阳等戏院，大
都简陋狭小，全部座位累计总数在
500余只，所演出的戏曲多为淮剧、扬
剧、沪剧与越剧。

为适应观众要求，这里大都以苏
北戏为主，但因票价卖不出档次，来
此演出的多为三流剧团与演员，以跑
码头吃开口饭为主，一些戏剧界的大
腕名角几乎不会光顾这里。

我小时生活在兰州河西侧的外
婆家，外婆是解放前就在怀德路上的
大中华胶鞋厂工人。大名鼎鼎的沪
宁戏院于上海解放后第二年建立，设
有座位 461 只，演出剧种以江淮戏、
扬剧与越剧为主，在沪东工人文化宫
尚未建成之前，沪宁戏院应该是杨浦
拥有观众席最多的戏院。

幼时我曾随外婆至沪宁戏院看
过江淮戏，当时舞台戏开锣至散场一
般都在二三小时之久，开场时锣鼓敲
得震天动地，这时倒有点新鲜感觉，
后来戏文里唱的讲的我根本听不懂，
而所谓名角非要到最后压轴戏时方
才出场。我当时年幼无知，故不到散
场即呼呼睡着了。

到了文革前期，杨浦几个小型
民间的沪剧团、扬剧团、评弹团等，
随着1958年文艺整风与公私合营兴
起均解散了，产业工人集聚的杨浦
区仅存留沪宁、东新、鞍山、楚城与
朝阳五家剧场，拥有座位最多的仍
是沪宁戏院。

沪宁戏院也彻底告别演出戏剧
而改放电影。当时我已读小学五六
年级，去放电影的沪宁戏院看电影，
成了我们那时不二选的地方。尽管

那里放的是二轮电影，但因票价平均
只有8分至1角，周边的工人与其子
女常常乐此不疲。

当年我在沪宁戏院看过我们那
代几乎所有的电影，如《奇袭》《地道
战》《地雷战》《上甘岭》《铁道卫士》

《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
记》等，其中不少还是黑白电影，看完
电影模仿上述影中角色的讲话与腔
调，成了儿时我们的时髦表现。有一
年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风靡全国，
沪宁戏院即使加了早早场加晚场，仍
是场场满座。

出沪宁戏院大门的弄堂口左边，
即高郎桥堍下的河道边，还有一家一
开间半的饮食店，卖大饼油条豆浆、
面条馄饨等，有时看电影散场缠着大
人买碗小馄饨吃，那在当时真是一件
非常愜意的事了。

现在回想，沪宁戏院的设施真
是极度简陋，观众大厅的地面不是
斜坡式的，从入场口至舞台前都是
平地，故观众席只能做成由前排至
后排逐步升高椅脚的座位，用白木
做成的一排排长椅席，座位号书写
在木椅背后，中间没有明显的间隔，
故一排长椅上坐满超出席位的人数
是常有的事，为此观众之间常会发
生口角。上世纪末，随杨浦区城市
重新规划与旧区改造，沪宁戏院被
拆除结束了历史使命，成为了我人
生中难忘的童年记忆。

生活故事

■王智琦 文

我家养的那条孔雀雌鱼，数次跳
缸却大难不死，子嗣满堂，令我惊叹
不已，故称之为“鱼坚强”。

当年孔雀鱼从同事那里讨来，至
今已是第三代。养在大鱼缸时，色彩
艳丽、鱼尾摇曳的是雄鱼，像极了一
匹匹炫动飞舞的彩绸。雌鱼则大都
灰中带黄，貌不惊人，很难吸睛。且
原本鼓鼓囊囊的鱼腹不觉间又平滑
如初，却不见一条小鱼儿游动。

这次装修暂住他处，鱼缸无法搬
动，便把孔雀鱼分到几只小玻璃缸、
搪瓷缸里养着。搪瓷缸涂着白釉，孔
雀鱼的样貌一清二楚。初春来临，有
几条雌鱼肚腹又明显鼓胀起来。怕
生出来的小鱼又被吃掉，我赶紧把两
条雌鱼养在一口小瓷缸里。水放得
比较多，两条雌鱼在新居毫不消停，
兜兜转转中，猛然一条雌鱼弹跳出
来，正巧落在边上的搪瓷缸里，如此
世界跳水冠军般的水平发挥，看得我
目瞪口呆。家中器物不多，还是被放
回原先的瓷缸里。

初春的气温还有点低，便靠近窗

台晒太阳，两条雌鱼却懒懒的不大游
动了。

吃罢午饭，我再去看瓷缸，水里
只剩下一条雌鱼。赶紧在边上找，不
见踪影？我睁大眼睛再找，最终在窗
帘底下找到了越缸雌鱼，伏在地板上
一动不动。我轻轻地捏起鱼身，有些
干，心下一沉，赶紧放回瓷缸，雌鱼竟
然一扭鱼身，若无其事地游动起来，
真是厉害！

实在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这条
雌鱼竟然又弹跳到地板上，幸而我就
在边上，性子实在刚烈。我只好腾
笼换鸟，把它单独放在一口深碗
里。过不多久，雌鱼身边出现了几
条细瘦的小鱼，一转眼增加到五六
条，再一转眼变成了十来条，就是没
看到小鱼从雌鱼肚里出来的瞬间。
我索性打开手机录像功能，仔细研
究起来。原来从鱼腹里出来的都是
一粒粒细小的黑卵，很快黑卵有了
缝隙，慢慢地缝隙一裂开，就是鱼
尾，鱼头顺势而出，一条新生命诞
生。有的黑卵迟迟没有动静，雌鱼
会吞进嘴里，再用力吐出，借助外
力，僵死的小鱼复活。最终这条雌鱼
诞生了近30条小孔雀鱼。

我这才意识到，雌鱼不愿和邻居
作伴，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后代遭同类
戕害。即使小如孔雀鱼，母性也是伟
大的。

鱼

44年前的英语广播讲座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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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余名杨浦小学生的爱心暑托班结业

赏民乐逛市集小区居民自办嘉年华
本报讯 中阮、琵琶、古筝、二胡、

唢呐、扬琴……夜幕降临，近日，在合
生江湾国际公寓小区的广场上，一场
由居民自发筹办的仲夏夜民乐嘉年
华暨睦邻市集活动，在这里举行。

据悉，自2018年起，每年的仲夏
夜音乐市集，都是居民们热切期盼的
活动。合生江湾国际公寓小区紧邻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很多孩
子、家长都具有民乐特长，民乐嘉年华
就这样应运而生，从筹办到编排、演
出，都由居民们自发参与。它的举办
也为居民们提供了在家门口搭台表演
的展示机会。不同于专业演出，台上
的表演者偶尔还会弹错几个音，但台
下依然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

观众张慧雯告诉记者，第一次办
这个活动时，自家孩子还很小，饭后
散步经过这里，“没想到他看了演出
后就非常好奇，深深地被吸引了，回

家后就跟我说他要学乐器。”
如今，张慧雯的孩子学习扬琴小

有所成，也自信地成为了民乐晚会的
表演者之一。“嘉年华之所以人气高，
是因为这是我们居民自己的节日。”
张慧雯说，在社区能有这样一个舞台
给小朋友展示自己，有那么多听众，
而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练，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激励。

而一旁的市集中，不少摊主也是
居民们自发上岗。玩具摊主、绘本摊
主、文艺小资摊主、纺织品摊主、创意
摊主、塔罗牌摊主、互动游戏摊、乐高
搭建体验摊……丰富热闹，孩子、家
长、老人皆参与其中。活动结束后，
摊主们把部分收益捐赠给街道社
区服务公益基金会。“我们的手工艺
品可以卖出去，然后给社区做贡献，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小摊主吴辰
翎小朋友说。 ■记者 毛信慧 文/摄

政务大厅智能引导系统
覆盖全区40余窗口单位

本报讯 杨浦区“一网通办”改
革已步入第 5 年，多样化、智能化
的政务服务越来越得到广大企业
和市民的认可和青睐。今年 8 月，
杨浦区“一网通办”专班推出政务
大厅智能引导系统，覆盖全区 40
余个线下政务服务窗口单位，为企
业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体验。

政务大厅智能引导系统实现了
在全区范围内各政务大厅的就近引
导功能。市民只要在“随申办市民
云”APP“杨浦旗舰店”点一下在线
取号，就能查询到所需办理事项的
最近政务大厅地址和营业时间等
信息，避免了不必要的奔波，更节
省时间。

以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为例，
原本排队取号平均需要 20 分钟，
再加上等待叫号的 15 分钟，要稳
妥办事，至少要提前半个小时到 1
个小时，如果办理的事项复杂，可
能考虑空出半天的时间。现在通
过智能引导系统，市民可以合理
安排时间，提前在手机上取号，等
待期间还可以处理其他事务，只
需提前几分钟到达窗口，就可以
顺利办理业务。

在智能引导系统里，市民可
以查看每一个政务大厅的概况
特色、平面布局、排队现状、办事
指 南 ，不 再 需 要 工 作 人 员 的 指
引，可以快速查询到所需服务的
相关信息，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
等待时间。这不仅提高了办事
效率，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
压力。

其中，统一预约和在线取号功
能更是满足了市民不同的需求。
有计划前往办事的，可以预约取
号，到达现场优先办理，准备当天
前往的，也可以在线取号。

此外，智能引导系统可以根据
市民的问题提供多种解决方案供
选择，还可以实时监测用户的使用
情况，根据用户反馈不断优化自身
的功能和服务内容。

政 务 大 厅 智 能 引 导 系 统 的
广 泛 应 用 有 助 于提高政务大厅
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进一步增
强市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
度。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政务大厅的服务水平也将不
断提高，为建设智慧城市贡献更
大力量。 ■沈莹

时刻绷紧“安全弦”维护城区稳定有序运行
薛侃周海鹰程绣明邰荀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感谢高温一线工作者

2023 年杨浦区小学生爱心暑托
班近日顺利结业。今年的爱心暑托
班，全区开设34个班级，覆盖全部12
个街道，共有1120余名小学生受益，
招募200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开展
公益活动2040节……这个夏天的陪
伴，留下无数美好记忆。

走进科普的世界
一起制作环保垃圾桶、太阳能电

扇……定海路街道的爱心暑托班向
孩子们讲解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意
义。暑托班还邀请定海路司法所开
展普法活动，向小朋友们介绍未成年

人的基本权益，增强大家的自我保护
意识。

平凉路禁毒社工点在街道平安
办的大力支持下，前往市东小学暑托
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宣传片、
ppt 等形式，使得小朋友们对毒品的
种类和危害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控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蒲公
英”健康科普小分队来到街道爱心暑
托班，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有趣有料
的手足口病预防科普活动；控江路街
道属地派出所带来的日常安全防护
小贴士系列科普活动，则提高了小朋
友们的安全意识。

新江湾城街道积极链接人大工
委、关工委、服务办、管理办、司法所、
政和消防救援站等单位，联合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和暑托班志愿者们一道
为孩子们带来了爱国主义教育、人文
历史、趣味手工、生命教育、武术、心
理健康、音乐鉴赏、环境保护、消防知
识、植物昆虫科普等丰富有趣的活动
内容。

表达真挚的热爱
红歌会、爱国主义故事读书会、诗

歌朗诵会……大桥街道联合关工委为
小朋友们带来了一系列红色文化活

动，小朋友们还自行编排、排练了一场
“国旗下成长”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主题
活动，将红色基因厚植于心。

五角场街道充分调动整合辖区
资源，有效拓宽活动渠道，开展《雷锋
精神代代传》宣讲活动，将红色信仰
播种到小朋友们的心里，同时打造了
多场趣味活动，涵盖德、智、体、美、劳
五大方面，帮助小朋友培养健康心
态，助力快乐成长。

江浦路街道开展校园公益小剧
场、武术实践等精彩活动，在培养小
朋友们的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身体
素质的同时，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城
区运行带来严峻的考验。广大一线
职工奋战高温、坚守岗位，确保了城
区安全有序运行。连日来，区委书记
薛侃，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程绣明，区政协主席邰
荀分别带队走访基层一线，向不畏酷
暑、奋战一线的广大职工表示亲切慰
问和衷心感谢。区领导董海明、王浩
分别参加。

薛侃来到杨浦滨江善馨应急救
援志愿服务队，向广大志愿者表示
衷心感谢，对他们的奉献精神表示
高度赞扬。他指出，大爱无疆的志
愿者精神是推动杨浦高质量发展的
一股闪光力量，汇聚了广大杨浦人
民对家园的热爱，希望大家在未来
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吸
引感召更多人加入志愿者服务行
列，共同奏响时代文明的动人乐
章。他还叮嘱大家要保重身体、注
意安全，不断加强技能培训，为杨浦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薛侃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介绍，并向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广大
施工人员送上慰问品。他表示，杨浦
滨江的面貌焕新离不开广大一线工
作者的辛劳和汗水，希望大家继续发
扬工匠精神，与杨浦一起创新发展再
出发，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实景
画”。他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
弦”，加强高温环境下的自我防护意
识，相关部门也要严守“安全关”，坚
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安

全生产两不误。
在杨浦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周海鹰一行先后来到篮球、排球、网球
等训练场馆，一一询问夏训运动队的
训练安排、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周
海鹰对教练员和运动员们冒着酷暑刻
苦训练、顽强拼搏的精神表示肯定。
他希望大家在做好夏季各项训练的同
时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切实做到安全
训练、科学训练，保质保量完成训练任
务，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根基，
为杨浦体育事业发展增光添彩。

在宁武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江浦路派出所和上海杨浦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海浦保洁分公司，周海鹰
向高温环境下仍坚持工作在一线的创
全志愿者、公安民警和环卫工人们表
示慰问，并为他们送去清凉、送去关

爱，感谢他们顶烈日、战酷暑，为杨浦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城区面貌改善、社
区平安运行作出的努力。他叮嘱大家
在坚守岗位的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
确保身体健康，并要求相关单位科学
合理调配时间和岗位、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让大家以最佳的状态服务人民
群众，为杨浦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月坊居委会，程绣明实地察看
了小区创全工作开展情况，与创全志
愿者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志愿者的
生活情况、服务感受，听取大家对创
全工作的意见建议，对他们的支持和
参与表示感谢。她指出，志愿服务是
创全工作的重要力量，弘扬志愿精神
也是城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