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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运 文

每年立秋一过，就到了白相“才
积”的辰光了。

上海人称的“才积”的即蟋蟀，
北方人称为蛐蛐，是秋季一种喜鸣
善斗的昆虫，其雄性一旦 相 遇 便
撕咬博杀，不到一方落败逃窜绝不
罢休，故颇受人们追崇喜爱，尤其顽
皮好动的男孩。

儿提时，我亦是一个调皮捣蛋
鬼，每年秋季捉才积、养才积与斗才
积，是雷打不动的功课。当年，我家
住近靖宇中路的控江三村，朝北隔
一幢公房就是农田与农宅了，弯过
小河浜，穿过几幢农宅再跨过小水

沟，就是大片的种植冬瓜、南瓜、菜
瓜、黄瓜、玉米、豆角、茄子、卷心菜
的各种蔬菜田了。每年 8 月中旬左
右，这里便是我们三五一伙小朋友
捉才积的近水楼台好去处。不过，
当地的菜农称我们这帮小赤佬是

“蝗虫”，一旦来过一次，庄稼绝对要
遭殃不少，特别是冬瓜南瓜一旦被
翻动，贴地面的白底朝上被太阳曝
晒后，此瓜必定烂秧烂芯。

通常情况下，我们半夜里拿着
手电筒尽量远离农宅房子，至菜田
边缘沿马路处捉才积。夜半三更田
野里才积鸣叫声特别清脆响亮，也
是让捉才积人最兴奋时。另外，还
要派人做暗哨，一旦发现有菜农出
屋来围捕，马上发信号告知，捉才积
人则马上“偃旗息鼓”，关闭手电进
入静默状态，有时趴在田埂下一动
不动，偌大农田一片漆黑，上哪里去
捉人去？再不行，也能趁黑摸上马

路逃之夭夭。
但也发生过小伙伴被菜农生擒

活捉事，那就惨了，轻则身上工具全
部没收，还少不了吃几记“头脱、毛
栗子”，重者被扣下人叫其家长花钞
票赔偿“菜田损失费”。那时双职工
父母一月工资没多少，赔了钱后少
不了要被家人“吃一顿生活”。

当年为了捉才积、白相才积而
耽误了正事，我被家父训斥与“吃生
活”日脚不少。记得有一次讲好吃
好午饭要外出办事，结果到了中午
12 点了也不见我踪影。原来我出去
约人“斗才积”兴奋过头忘记辰光
了，气得父亲放根皮带在床上，说待
我回家后好好教训我一顿，还称“要
烧才积汤”让我喝。反正，那次我回
家蛮惨的。

后来，我上中学读的是寄宿制交
大附中，学校处于郊区的殷高路上，
莫说周边一片庄稼田了，光如花园般

的校区内，每到秋季开学返校时，夜
幕降临后到处都是昆虫的秋鸣声，特
别是才积的鸣叫声，对我们这些从小
就白相才积的人而言，犹如勾魂般充
满了强大的吸引力，加上寄宿制读书
独立生活，没了爷娘的管教束缚，我
们就放开手脚白相起才积了。我记
得因经常钻进树丛捉才积，人弄得脏
得不得了，特别是四肢与脸上常被蚊
子毒虫咬得“五嗨六肿”，跑出去真像
个拾荒的“瘪三”。

尽管时处文革后期，但当年的
交大附中仍有严厉的校规，学生在
校捉才积、白相才积是严禁的，男教
师时常至男生宿室突击抽查，看有
没有人养才积？为防备老师检查，
有同学就把养才积的罐头放至衣帽
箱子里藏起来，但这种小聪明也会
露馅出洋相。

有一次班主任杨老师来我住的
寝室抽查，他知道我有白相才积嗜

好，故人未进门就声音传进来了：
“王建运，侬有没有养才积啊？”

我忙回答：“杨老师，学校有规定
我早就不弄了。”杨老师朝我笑笑未
语，他床边角、床下都仔仔细细查过
后，没发现异常，我暗暗庆幸，真是

“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
“嚁、嚁、嚁……”才积早不叫晚

不鸣，只听靠近门口的空床上我放的
私人箱子里，传出鸣叫声，尽管困在
箱子里面叫声有点闷，但在空旷的房
间里还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切真相大白，我穿帮了。
如今立秋已过，夜晚小区花草

堆里传来零星才积鸣叫声，年复一
年提醒人们又到“斗才积”季节了。

“才积”趣

时令小语

■任炽越 文

不知哪一天，小区自行车棚旁
开出了一家烟杂店，卖些香烟、老酒
等杂物。没多久，店前就成了社区
成员交流的地点。小区的一些新闻
也在这儿流传。有时侯，我去买酒
购盐之时，也会与聚在那儿的大爷、
大妈们聊上几句。时间一长，从听
到的家长里短中竟悟出了一些人生
的哲理来。

那年春天，刚从部队退休不久
的老张自掏腰包，买了三棵樱桃树，
种在小区一隅荒芜的绿地里，施肥、
剪枝，忙个不停。樱桃树在他精心
的侍弄下，开花、结果。引来孩子们
采摘、品尝。这时候老张就会笑眯
眯地站在一旁，叮嘱孩子们挑成熟
的摘，有时孩子们够不上，他还会帮
着采。

樱桃成熟的季节，这就成了小
店门前议论的话题。有的说，樱桃
花真美，樱桃真好吃，老张头真为
小区做了件好事。有的说，他花自
家的钱，为大家送来美丽，怕图啥
好处吧？也有的说，这么贵的树不
种在自己院里，种在外面让大家共
享，这老头有些傻。有时，老张正
好也来闲聊。听到议论，也不语，
只是笑笑。

后来，社区评文明好事，有人把
此事报了上去，居委会的干部来找
老张了解。

老张谢辞。老张说：“我喜欢
樱桃树，开花结果时，看着心里舒
服，就种上了，没有他们说的这么
高尚。”

一番话说得几个里弄阿姨感慨
不已。

这几年，这三棵樱桃树越长越
盛，成了小区一景。一次，老张生病
住院，街坊们纷纷前去探望，感谢他
给大家带来的美。

闲聊的人群中，还有一位会唱
歌的中年妇女。

她常常在一帮老阿姨的掌声
中，一展歌喉，为大家献上《大海
啊 ，我 的 故 乡》、《谁不说俺家乡
好》等抒情歌曲。第一次认识她，
是一个夏日的上午。我去车棚取
车，刚拐过幼儿园，就从那儿传来
一阵悦耳的女高音，清亮、抒情，
随 着 夏 日 的 清 风 ，在 空 中 飘 荡 。
我顺歌声而去，只见一位穿着连
衣裙，清 瘦 的 中 年 女 子 ，正 在 那
儿 引 吭 高 歌 。 走 进 一 看 ，我 一
怔，原来是位盲人。只见她脸上
挂着灿烂的笑容，正沉浸在歌曲
的意境中。

听小店老板介绍，她是福利工
厂的下岗女工，排行老七，人称“七
仙女”。后来，我经常在小区里碰到

“七仙女”，她不是去公园唱歌，就是
去参加公益活动，脸上总是乐呵呵
的。时间一长，我跟她一打招呼，

“七仙女”马上就会说，“一号里爷叔
出去呵？”

有一次，她去乘地铁，我正好与
她同路。等地铁时，我说：“见到你，
总这么高兴，我也被你感染了。”

“是吗！”她扬起脸，笑出了声，
又柔柔地说，“我一直记住我妈的一
句话，心里充满了快乐，痛苦就进不
来了。”

我没想到，她会说出这么有哲
理的话，竟一下子呆了。

普通的小区，平凡的人，也蕴含
着不凡的人生哲理。

别来无恙

岁月悠悠

■傅光达 文

前一阵子，从媒体上得知京津
冀遭遇五十年未遇的暴雨水灾，尤
其听说北京门头沟区和丰台区永定
河洪水泛滥，两岸相距扩大逾百米，
冲垮了多座桥梁，不少房屋车辆被
毁坏，老百姓日常生活秩序被颠覆、
吃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苦头。我忽然
就对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担忧起来，
不知它还好吗？

我是三十三年前第一次见到它
的。那年夏天我新婚，携新娘去北
京度蜜月。旅游团安排的下榻之处
就在北京西南的丰台区，与卢沟桥
的距离近在咫尺。那时没有安排参
观卢沟桥的项目，导游说：“卢沟桥
1985年起已经退役了，去那里没啥
看头。桥的栏杆上有些石狮子而
已，而且有两个遭到雷劈损坏了。”
但我与妻子既然知道著名的卢沟桥
离住宿不远，便决定还是去桥上走
一走、看一看。

那是一个黄昏，当时的卢沟桥
显得有些颓废陈旧。桥下的河床里
根本没有水流，几乎已经干涸了。
桥两旁的望柱和栏板石迎面雕有精
美的花卉图案，望柱项端各雕有一
头大石狮，蒙尘沉默着。桥面凹凸
不平，四周荒芜，确实不太好玩。我
们还发现桥北侧东头的栏杆望柱以
及上面的小石狮的确坏损了。

一晃眼，过了十二年，2002 年
夏天，我作为单位先进分子被组织
安排再次去北京游，这趟下榻的地
方是丰台区杜家坎，离卢沟桥也就
三百米左右。我与两个同行者抓住
时机又走了一番卢沟桥。这次所见
的桥身干净许多。也知道了该桥始
建于1189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
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
桥。最有特色的，是桥墩的造法。
桥墩下面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
尖，外形像一个尖尖的船头，其作
用在于抗击流水的冲击，体现了前
人的聪明智慧。

卢沟桥的两端，东端矗立着两
头大石狮，西端两头大石象，身躯硕
大，憨态可掬。在石狮、石象之外，
还各竖华表一个，下设八角须弥座，
上穿云板石，莲座圆盘之上的石狮
子迎向桥外，其神态自若有如在迎
送行人。桥面依然凹凸不平，桥两
旁栏杆望柱上的石狮子已修复完
好，据说共有 281 根望柱，501 只狮
子，我没有仔细去数，但感觉狮子
神态各异，妙趣横生，没有一只形
态重复的，印象深刻。

弹指一挥间，又是二十余年过去，
卢沟桥，别来无恙否？

■陈茂生 文

一日，老友聚会。老张分享坚
持少油低脂清淡饮食的养生体验，
众人频额首。少顷，一盆“东坡肉”
端上了桌，肉皮暗红透亮、酱汁晶
莹，更有暗香袅袅，且一人一块、少
长无欺。

餐桌转盘一圈转过，肉的方阵
有了数个缺口；二圈过后，盘中仅
余一块；正欲为坚拒诱惑的老张喝
彩，却听得一声略带悲壮的慨然

“今朝‘夯’一记”，不破金身难过
关”，话落盘清。这“夯一记”有着

“豁出去”的意思。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

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
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
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
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读
苏东坡的《猪肉颂》感觉直白通俗一
如快板书，虽然没有“大江东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般恢弘与磅
礴，但更接地气也更有烟火气，也可
一窥当时当地的饮食场景。

洗净炊具烹猪肉，文火慢工出
细活，家常厨房也都如此。“黄州好
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当年黄州猪肉又好又

便宜却没人吃，据说并非因为猪肉
胆固醇高，脂肪含量高，更不为节
食减肥，而是宋人认为只有羊肉为
上品，出自猪圈的猪肉不登大雅之
堂。皇宫明文规定：“饮食不贵异
味，御厨止于羊肉”。此风俗上行
下效，伏脉千年。早年下放农村的
父亲曾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安徽繁昌等地都认为猪内脏不洁，
每逢杀猪时猪肝、猪大肠等均弃之
不用，那些城里的下放干部捡拾后
忙不迭地红烧翻炒，然后“早晨起
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的自
得其乐。过一段时日后，清炒猪
肝、红烧猪大肠等才逐渐成为当地
餐桌上的菜肴。父亲打趣说，千百
年前因为觉得猪肉贱，让拖家带

口、身负罪名的苏轼妥妥地“捡个
大漏”，几十年前因为觉得猪内脏
脏，让一群城里的下放干部“捡个
小漏”。

上海四川北路上的“西湖饭店”
以前名为“孟尝君食府”，与福建中
路的“知味观”并列为申城杭帮菜
的“扛鼎”菜馆。数年前周边征收
改造后闭灯熄火，孑然一身于路
边，何去何从时时为众人牵记的原
因，不仅因为这里有八十多年申城
杭帮菜肴演变简史，而且也惦念店
里原滋原味的“东坡肉”，那可是与
龙井虾仁、西湖醋鱼等齐名，每桌
必点的“招牌菜”。

岁月不居，围绕“东坡肉”而来
的那些杯盏之娱，趣在市井阡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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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7 日，上海市杨
浦高级中学高质量发展推进暨建校
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学校名誉校
长、“人民教育家”于漪，区委副书
记、区长周海鹰，同济大学党委常
委、常务副校长吕培明，区委副书记
周嵘出席。

“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站了一
辈子的课堂，体会最深的就是要打
开心胸，点亮心中的明灯，给学生点
亮也是给自己点亮。”当天，94岁高
龄的于漪老师走上讲台，和青年教
师们站在一起，为全校师生带来了
一场感人至深的演讲。

一部数字短片《筑梦杨高 扬
帆起航》回顾了学校七十年的办学
历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教育
综合改革，推进学校创新发展，将

“德智融合”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
在“双新”背景下，学校致力于挖掘
学科内在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相融合，立体化施
教、全方位育人，真正将“立德树
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
地。数字故事《学做大先生 践行
新课程》展示了新生代的杨高教师
如何“学做大先生，践行新课程”，
促进课堂文化转型和育人方式的
变革。

70年间，学校始终与时代发展
同频共振，以服务国家和社会为己
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崇尚奉献，追求卓越”，

“乐学善思，修德明理”，一代代师
生以梦想和激情，书写精彩华章；
用奉献和热爱，编织绚烂未来。教
师代表、杨浦区思政学科名师、援
藏教师、2004届毕业生朱忠壹从遥
远的西藏日喀则回到母校，“以前
在杨高念书的时候，没有对老师常
常提及的‘一辈子做老师’有深刻
的感悟，大学毕业回到杨高任教后
通过每日讲台上的实践，在学做老
师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于漪老师精
神的感召和鼓舞。”当藏区需要援
藏的教师时，朱忠壹毫不犹豫报名
前往，希望以祖国大地作教材，以
雪域高原为讲台，把于漪精神播撒
到祖国各地。

一代代杨高人同甘共苦、携手
共进，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批各
行各业的佼佼者，为社会发展作出
了卓越贡献。近年来，学校获得市
区各类立项课题十余项，先后涌现
出全国劳模、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
教育功臣提名奖、上海市劳模、优秀
校园长、“五四青年”等优秀典型。
教师有 143 人次分别在全国、市区
级各类比赛评优中获奖。学生有
133人次在人文艺体类比赛中摘金
夺银，有54人次在科创学科类比赛
中勇创佳绩。 ■沈莹

本报讯 10 月 25 日，控江路街道
凤南一村小区内锣鼓喧天、人头攒
动。当天是小区旧住房更新（拆除重
建）项目举行集中搬迁的日子，搬家
之前，一席百家宴，共话邻里情。

“这道红烧肉烧得灵！”“四喜烤
麸阿拉从小吃到大的……”老邻居们
围坐在老屋前，摆出18桌宴席。居民
张伯伯感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
在这里，和老邻居们一起度过的，能
和老伙伴们在老屋前吃一顿告别餐，
真的开心！”席间，还有不少已经搬迁
腾房的居民特地赶了回来，刚从浦东
过来的张永娟和老邻里们话起了家
常，期待着四年后的重聚，弥漫的“烟
火气”，寄托着大家对未来家园焕新
的美好期盼。

凤南一村小区旧住房更新（拆除
重 建）项 目 于 9 月 25 日 完 成 二 轮
100%签约，1813 户仅用时 29 天。为
此，杨浦区委、区政府决定提早2个月

启动居民搬迁工作。10 月 11 日，项
目搬迁退房的通知正式张贴，标志着
这一《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发布后
全市最大规模、最快速度实现两轮双
一百的拆除重建项目进入了搬迁腾
房阶段。

考虑到凤南一村居民中老年人
比例极高，为妥善解决搬迁过程中
的困难，控江路街道青年突击队闻
令而动，与孤老、行动不便或有特殊
搬迁困难的家庭开展“爱心结对”，
为高龄老人和困难家庭清理租房、
打包搬运物品，帮外地居民远程代
办交房、代孤老注销水电煤等。“我
们致力于全力为居民做好服务的最
后100米，为他们的搬迁保驾护航。”
队员陆威妤说。

“我们早上八点钟就来了，一直激
动得睡不着觉。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了，如今终于盼到拆除重建，我们夫妻
俩现在就开始期待着回归呢。”集中

搬迁现场，坐上“头车”的周衡贤、于小
兰夫妇一大早就收拾好了行李，整装

上车，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够回归开
启美好新生活。 ■记者 宋玥 文/摄

杨浦高级中学高质量发展推进
暨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用发展成效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周海鹰为相关委办局、区属国企、各街道主要负责同志上专题党课

凤南一村小区旧住房更新（拆除重建）项目进入了搬迁腾房阶段

老屋前，相聚最后一席“百家宴”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业务科科长成元一：

坚守一线多年，用心用情落实“实景图”

本报讯 10 月 27 日上午，根据区
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习安排，区
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为区政府相关
委办局、区属国企、各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上专题党课，副区长施方主持。
市委第五巡回督导组副组长丁巍及
组员出席。区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第一联络小组有关负责同志
到会。

围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

首要任务，科学布局推进杨浦滨江建
设发展”主题，周海鹰指出，牢牢把握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
要求，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
学正风、以学促干”，落脚点都在抓实
干、促实效上。推动杨浦滨江建设发
展使命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
求，自觉融入和服务中央、全市发展
大局，在学习上深入一层、在行动上
快人一步，用滨江的发展成效检验主

题教育的成果，努力为杨浦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周海鹰指出，要坚持知行合一，
在滨江建设发展中全面践行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高质量
发展的理念内涵，积极推进破解一系
列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有效
应对风险挑战冲击，不断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
阶段特点，统筹好质与量的关系，不
仅注重经济贡献，做大产业体量，也
要注重构建长期竞争优势，不断以质
的提升为量的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用
量的增长为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
型升级等提供重要基础。准确把握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进一步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聚焦

“五个人人”的目标愿景，久久为功、
绵绵用力， （下转第4版）

■记者 陈涛

走在杨浦的大街小巷，面对待更
新区域，成元一随时从大脑中调取地
块的指标，思考完善规划、推进实施
的路径。坚守规划编制一线多年，她
已将杨浦的规划图刻在脑海中。

成元一是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综合业务科科长，她带领的团
队获得杨浦区人民城市建设标杆先
进集体的称号，牵头负责项目屡次
斩获全国、上海市城市规划优秀项
目的荣誉。

坚持“城市属于人民，城市发展
为了人民，城市建设和治理依靠人
民”的理念，数十年来，成元一带领
团队积极推进规划编制、风貌保护、

城市更新、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等工
作，为杨浦的每一寸土地描绘蓝图，
通过高质量规划编制，推进高品质
规划实施，推动“施工图”真正变为

“实景图”。

描绘好每一笔蓝图
近年来，杨浦区由工业杨浦向创

新杨浦转型，自然资源规划编制研
究工作任务紧、责任重。成元一坚
守规划编制一线，带领年轻规划编
制团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杨浦滨
江南段总体城市设计、杨浦滨江中
北段城市设计、“长阳秀带”在线新
经济建设方案等重点任务，为杨浦
滨江由“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
奠定规划基础。

在滨江规划编制的过程中，为充
分体现地区新时代人民城市示范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绣带和民族伟大
复兴绽放窗口的战略定位，成元一带
领规划编制团队综合统筹协调地区
规划与建设实施中的全局与局部、近
期与远期的问题，确保全面贯彻落实
地区战略定位。

她对现状情况问题了解扎实，对
国际发展趋势理解深入，在规划编制
中全面引入新理念、运用新方法、探
索新技术，使滨江规划方案能够有效
应对地区整体开发、历史风貌保护、
老旧社区更新等各方面，全面引领地
区转型发展。

滨江规划范围大，现状情况复
杂，成元一牵头全面梳理可利用、可

更新土地情况，对现状土地权属以及
用地指标和风貌保护等规划管控要
求，对风貌评估和建筑验证等支撑性
技术成果进行多轮校核，确保相关成
果的准确性以及不同成果相互衔接，
确保规划成果质量。

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杨浦区的
规划编制工作为支撑滨江等重点功
能区的发展、引入在线新经济头部企
业、推进杨浦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成元一牵头开展的《杨浦滨江
中北段城市设计》获 2019 年度中国
城市规划协会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
二等奖，牵头开展的《面向杨浦滨江
中北段的轨道网络研究》获 2022 年
度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