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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鸿儒 文

做梦也没想到，在年近古稀之际，
此生还有上荧屏露一把脸的机会——
真的，没想到！凡事皆有机缘，2015
年9月笔者在报上发表了《家在浦东》
一文，而此刻上视综合频道曾凡荣编
导正在构思策划做“家在浦东”节目。

曾导看到拙文后，便在我的博客中“留
言”，希望我能与他取得联系，并留下
了手机号。

2016 年 8 月 4 日下午一时许，天
空中电闪雷鸣，上视采访车开进小
区，曾导和摄像师冒着倾盆大雨来
我家采访。

按照曾导的建议，我还特邀出

生在塘桥老屋的幺妹。那天我们仨
根据曾导的访谈提问，如实坦然地
谈了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中叶跟随父
母举家迁居到浦东的真实感受：吃
的是河浜水，需用明矾清洁消毒。
住的是用围席间隔，泥地凹凸的蜗
居。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街上
是黑灯瞎火。妻出门上班须换乘三
辆公交一趟摆渡，费时又辛苦。“家
在浦东”，于当时的我们实在是一段
不堪回首的记忆。

作为主要采访对象，在将近两小
时的访谈中，谈到当年迁居浦东时，我

引用了母亲的原话，目睹“那间比外公
家柴屋还破”的乡间民居，失落与自卑
便从此挥之不去。我也谈到了因为内
心强烈的“浦西情结”，虽“家在浦东”，
却发誓要“打回长宁去”。在访谈中，
我也坦诚在和妻谈恋爱时是故意将

“家在浦东”说成“家在南市”，因“塘桥
属南市区地块”。

直到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塘
桥老屋动迁，新家搬迁至翠竹摇曳交
通便捷的竹园新村，方得扬眉吐气，心
理平衡，且与妻戏言：“十年后浦东要
打败浦西的。”

采访将结束时，曾导希望我用一
句话概括自己“家在浦东”的心情。怎
么说呢？“一块自己生活了六十年的热
土，我没有理由不热爱她。现在我只
想在浦东这块美丽而宜居的热土上安
享晚年。”

11月26日，“家在浦东”在“上海
故事”栏目播出。二十多分钟的短片，
不但突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主题，
且就笔者人生而言，几乎浓缩了我一
甲子的坎坷经历。欣喜之余，我便立
马给曾导发了短信：“光影留下永恒的
记忆。”

■邬时民 文

每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书房或
客厅里，随着指尖在电脑键盘上翩翩
起舞的时候，便会想起键盘放在搓板
上的事情。

不瞒您说，在我的周围，我是第
一个买电脑的。那是在1996年的时
候，小女已经上大学，需要一台电
脑。当时的家用电脑还没有像现在
那样普及，而且经济实力也有限，每
月的收入不足千元。不过，考虑到
女儿的需要，还是咬了咬牙花 4000
多元买了一台486型的兼容机。

电脑是买来了，但是放电脑却
是个麻烦的事情。那时还没有搬

家，全家就住在老城厢底层一间 14
平方米的房间里，除去2.5平方米的
厨房，剩余的11.5平方米，吃喝拉撒
全在里边。

好在女儿晚上不住在自己家里，
住在对面爷爷家里。我那 11.5 平方
米的家里放了一张床、一个方桌、一
个落地小菜橱、一个冰箱、一台缝纫
机，还有就是一个大衣橱和五斗橱，
所剩空间不多，只能当作走道。

想来想去，电脑没有地方放置。
冰箱上放了电视机，缝纫机上堆满了
书籍，方桌是饭桌，放了电脑吃饭不
便，而且它还是我和女儿的“写字
台”。当时方桌使用很重要，女儿放
学做作业，我那时不会打字，写作全

靠钢笔书写。没有办法，只能把电脑
放在五斗橱上。为了能够使目光与
电脑屏幕保持平视，我为凳子做了

“增高术”，专门为一只方凳“加长了
腿”。坐的问题解决了，显示屏有地
方放了，键盘放在哪里呢？苦思冥想
良久，想不出办法。

晚上，夜深人静，我拉开五斗橱
抽屉拿东西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
有了，把抽屉拉开，上面放一块搓
板，光的一面朝上，键盘放在搓板
上，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等到不用
电脑的时候，再把键盘放在显示屏
上方，拿走搓板，关上抽屉，一切照
常如旧。

这样的使用方法，女儿一直坚持
了2年。寒舍面向弄堂，天热没有空
调时，打开门窗，面对路人，起初还略
感尴尬，后来，慢慢习惯了，腾挪间

“自岿然不动”，成为了一段令人唏嘘
怀念的往日时光。

■傅光达 文

今年梅雨季才过，似乎出现了倒
黄梅，湿漉漉的刚刚消停，台风“杜苏
芮”又来影响本埠，窗外雨一阵紧似
一阵。出不得门，我便在阳台上发
呆，感叹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
长，隔着一帘雨幕，听淅淅沥沥的雨
声变奏，眼前仿佛影影绰绰出现许多
文人雅士在雨中徐行，那诗意也随之
淋漓而至，弥漫开来。

“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

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
薄烟。”——这是朱自清笔下的雨，那
样的春雨着实可爱。北宋周邦彦把细
雨叫作“轻丝”，“朝云漠漠散轻丝”。
如果雨势一紧，下到地上或者船上冒
出泡来，苏东坡叫它为“跳珠”，“黑云
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诗仙
李白眼中的雨叫“银竹”，“白雨映寒
山，森森似银竹。”唐太宗李世民称它
为“泫丛”，“泫丛珠缔叶，起溜镜图
波”，咏雨为一串串下滴的水珠。东汉
王逸点赞知时好雨为“灵泽”，“思灵泽

兮一膏沐，怀兰英兮把琼若”，将雨说
成是天之膏润，比喻为君王的恩德。

前人对雨的雅称从小到大大概
有洗尘、旱霖、夜春、清露、甘露、甘
霖、嘉澍、霡霖、膏泽、玄液、玄泽、廉
纤、银丝、龙润、水潦、奇水、倾盘、倾
盆、瓢泼、滂霈、滂沱、倒井等等，你不
得不惊叹前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对
每一场雨，都有如此讲究、如此形象
的命名。进而，你不得不惊叹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细致入微，真正是诗
意盎然又浪漫美妙，无论晴好雨奇，
日子都有美的意义。

清代诗人张潮认为，春雨宜读
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
饮酒。我忽然觉得，观雨闻声念雅
称，四时皆可，无它，因为心生欢喜。

■任炽越 文

天瓦蓝瓦蓝的，被昨夜的阵雨
洗得干净透亮，太阳淡然地笑着，温
和地俯视着大地；高高的天际，几片
白得诱人的云朵，被夏日的风吹拂
着，缓缓移动着慵懒的身子；公园尽
头，越过波光粼粼的湖水，一片绿色
的树墙，映入眼帘，青翠欲滴。

夏日的早晨，似一幅缤纷的画
卷，在宁静中慢慢展开。

我行走在绿荫遮掩下的小径。
小径旁的竹林深处，身着练功服的
晨锻者，和着轻缓的乐曲，正在打太
极拳。一位留着胡子的导师，在队
列中来回走动，不时纠正着练者的
姿势。不一会儿，他又走到队列前，
顺势拉开了架势，边示范边讲，这个
手臂要伸直，那个腿一定要抬到位
……他的身后，太极拳义务教练点
的旗帜，在晨风中拂拂飘动。

不远处的小河边，一位女子正
在舞剑。她身材修长，上穿红色条纹
T恤，下着黑色灯笼裤，手中的剑被她
舞动得出神入化，一招一式透出一股
英气。路过的欣赏者，纷纷用目光为
她喝彩。女子边上河畔的铁栏杆上，
挂着一只剑套，上面“中国功夫”四
个字，在晨光下格外醒目。

丛林间的龙、牛石雕旁，一男一

女两位晨练者，手持羽毛球拍正在
对打，白色的球儿划出一道道弧光，
在俩人之间来回穿梭，让人眼花缭
乱。在羽毛球的飞舞间，边上的“老
黄牛”不免露出钦佩的神色，对面的

“神龙”亦跃跃欲试，恨不能上场与
他们决一胜负。

长廊内，一位女子正在吹奏萨
克斯。她身穿浅绿色短袖上衣，
下配一条淡咖啡长裙，黑色长发
盘在脑后，顾盼的目光里闪动着
一份娴然。我驻足在廊柱旁，聆
听着悠扬的乐曲，欣赏着乐曲中
传递岀的“高山流水”，恍若置身
于森林音乐会现场。

公园环道边，一丛丛鲜花，一只
蝴蝶正在花间飞舞，一只花猫也跳入
花圃，与蝴蝶追逐嬉戏。在蝴蝶的上
下飞跃中，小猫的掌屡屡扑空。它蹲
下身子欲向上扑去，突然一个男童闯
了进来，伸出小手就要去抓蝴蝶，蝴
蝶一个旋转，向空中飞去，花猫见状
也一个转身，逃之夭夭。

男童追着蝴蝶，向环道的另一
边而去。我顺着男童的身影看去，
哇！一大片五彩缤纷的花儿扑面而
来。此间，弥漫的晨光舞在花丛林
间，在晨练者的身边，飞舞的羽毛球
间，吹奏着的萨克斯上，穿梭跳跃，
织就一幅夏日晨景图。

生活故事

闲话“家在浦东”

世相百态

讲究

意犹未尽

此间有真意

咬文嚼字

观雨闻声念雅称

■张勤 文

乡间老一辈人大都对吃穿用住
行不讲究，要求不高，以舒适实用为
主。但他们也有讲究的地方，比如
出嫁的女儿每次来看望父母，父母
都会说“回来了”。注意不是单单寡
淡地说“来了”，这个“回”字是一定
要加的，说明女儿虽然嫁出去了，但
依然是一家人，言语间带着浓浓的
亲情，满满的关爱。并且这种感情
不因时间而变化，哪怕嫁出去几十
年，做女儿的早已白发苍苍，到娘家
去，娘家人见了，第一句问候语言还
是“回来了”。

在 我 的 心 里 ，也 有 同 样 的 感
觉。随着潮流，我把小家安在了城
里，但要说心里真正的家，还是非老
家莫属。每次到老家看望父母，都
是说“回家”。而上班下班，从单位
到商品房，虽然也是家，却总觉得与
老家相比，不能算真正的“回家”。

老一辈人的讲究，还体现在行
动上。以前走亲眷，客人手里是一
定要拎一份礼品的，谓之进门法，空
手去是不好意思的。这时对穿也突
然讲究起来，哪怕节俭惯了的人，出
门也一定要换上新的干净的衣裳裤
子，既是自己的面子，也是对亲眷的

尊重。我的娘舅，起早贪黑给人家
做木工，时常穿着粗布劳动服，头上
还落满了木屑刨花，但只要是正式
走亲眷，照样要梳好头发，穿上夹克
衫牛仔裤旅游鞋，一身休闲打扮。

招待起来也有讲究，要热情周
到。客人来了就要请到前头间里，
在八仙桌旁的长凳上落座，嘴里说
粗茶淡饭，其实总会张罗出一桌好
菜。镬肚里火旺起来，杀一只养了
两年的老母鸡，做成原汁原味的白
斩鸡。又到自留地里现摘几个丝
瓜，三炒两炒，一盘鸡杂炒丝瓜就
热气腾腾地上桌了。拿出自家腌
制的咸肉，切成薄片在饭镬上清
蒸，那肉瘦的部分好似火腿，肥的
部分几近透明。当夏新腌的酱瓜
丁炒毛豆，褐色搭配嫩绿，农家菜
不仅量足，也讲究色香味。还有流
出油来的咸鸭蛋，每一枚切成四
瓣，整齐地装在盆子里。主人在饭
桌上边给客人夹菜，边说没啥吃，
但饭要吃饱。

待客人告辞时，主家人要送到
大门场地外，边走边嘱咐，脚踏车踏
慢一点，有空要常来。你来我往间，
在看似不经意又颇有讲究的一言一
行间，老一辈的人情世故，总是那般
接着地气，这样的讲究值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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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陈靖带领部分在沪全国人大代
表、市人大代表来到杨浦，围绕就业
专题开展代表集中视察。丁奎岭、
梅兵、赵永峰、胡成韻、周宏等70余
名全国及市人大代表参加。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瑛、副局
长张岚，区委书记薛侃，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绣明，副主任顾毓静、董海
明，副区长于洋陪同。

视察组一行分路来到中国（上
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长白新村
街道“15 分钟就业服务圈”以及世
界技能博物馆。

在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代表
们听取平台孵化运营现状介绍，详
细了解基地为创业团队提供产品试
制、技术指导以及孵化帮扶等公益服
务情况。在长白新村街道“15 分钟就
业服务圈”，代表们听取乐业空间精
准提供就业指导、岗位推荐、技能培
训、政策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情
况。代表们还实地察看了服务圈内
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
活圈”与“就业圈”深度融合情况。

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代表们对
博物馆在展示世界技能事业发展，
彰显技能和技术工人对经济社会进
步、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以
及开展青少年技能科普教育等方面
功能作了深入了解。 ■成佳佳

本报讯 11 月 22 日，杨浦区召
开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推进会，传
达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推进会
精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
局局长王庆洲，市委老干部局副局
长龚怡，区委副书记周嵘出席。

会议围绕加强推进新时代离退
休干部党建工作为主题，从以制度
建设规范推动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提质增效、以党建引领为人民城市
建设赋能助力、以履职担当全面推
进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责任落实等
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将离退休干
部党建工作融入城市基层党建大格
局、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融入老
龄化社会大趋势。

会上，播放了党建工作总结专题
片《党旗下的“老杨树”》，并为离退休
干部示范党支部、“社区离退休干部
之家”示范点授牌。“老杨树建言录”
正式揭牌，将通过这一平台更好地发
挥离退休干部建言献策方面的特长。

区公安分局、定海路街道党
工委、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作交
流发言。今年杨浦区委老干部局
在市委老干部局和区委组织部指
导下，在新江湾城街道积极探索
加强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双向共
管机制，成立了 12 个“银雁湾”离
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形成
了杨浦区社区离退休干部流动党
员教育管理新模式，确保老党员

“流动不流失”。 ■陈露

市人大代表开展集中视察活动

推进杨浦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现场会在上海召开

保护传承工业遗产杨浦倡议发布

把调查研究作为开创新局开辟新路金钥匙
薛侃主持召开区委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 交流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

国家体育总局一行来杨浦调研，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在杨浦启用

公众代表为区“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建言献策

高度重视、高效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
周海鹰专题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现场拨打群众回访电话

本报讯 11 月 22 日，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现场会在上
海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上
海市副市长刘多出席会议并致辞，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主持。

现场会上，北京市、天津市、辽宁
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

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陕西省文物
局共同发布《保护传承工业遗产的上
海杨浦联合倡议》。

李群指出，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肩负
着为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
新路子、开辟新局面的重要使命。创

建工作三年来，第一批示范区锐意改
革、勇于创新、扎实进取，打造科学保
护典范、形成融合发展示范、树立文物
治理标杆，取得了多方面创建成效。

李群强调，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在职能定位上应努力争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阵地”、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先行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试验田”。示范区创建工作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
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
思路创新，突出各类文化遗产资源、
各方面优势政策力量系统集成，突出
文物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双向促进， （下转第6版）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交
流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扎实做好调
查研究“后半篇文章”，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杨浦区委主题
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近日召开。区
委书记薛侃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海

鹰、程绣明、邰荀、周嵘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参加。

会议指出，调查研究是主题教育
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加深对党
的创新理论的理解，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
经验、探索新规律的重要途径。要把

调查研究作为开创新局、开辟新路的
金钥匙，以调查研究的新成效推动杨
浦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要加深理解领悟，在调查研究中
切实掌握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把“总钥匙”。在
调查研究的深入过程中不断学深悟

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做到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
跟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杨浦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在调研中深刻领会
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
力量， （下转第6版）

本报讯 11 月 24 日，“运动在社
区 健康伴你行”全国首批社区运动
健康中心体验日暨社区（运动）健康
师上岗实践活动在上海市杨浦区首
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举行。

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由

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江浦路街
道、控江路街道、长白新村街道、五角
场街道和长海路街道的社区运动健
康中心组成，“1+5”的试点建设模式
以期满足周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
人群的健身需求。

在主会场殷行社区运动健康中
心，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高元义，科教司副司长隆胜
军，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
彬，上海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李崟，杨
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共同启动

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
上海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光

圣为殷行社区运动健康中心首批“上
海市运动健康科普基地”授牌；上海
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汤艳为上海
残疾人体质监测点揭牌；（下转第6版）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
鹰日前主持召开区政府第64次常务
会议。三位公众代表受邀列席会议，
参与关于《杨浦区“十四五”规划纲要
实施中期评估报告》的审议。

在听取了《杨浦区“十四五”规划

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的情况介绍
后，中国农业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行
长李慧俊表示：“非常荣幸能作为公
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建议推动多方
大数据平台搭建、场景融合，加速扩
大各类电子证照的使用范围，创新打

造政法领域金融服务新模式，实现信
息资源安全共享。”

“‘十四五’以来，杨浦区取得的
成绩让人欢欣鼓舞，建议聚焦绿色低
碳，在水环境治理、工业生产制造、建
筑工程、新能源等领域，强化示范标

杆项目打造，在全市形成绿色低碳发
展先行示范。”杨浦区工商联副主席、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祝波善说道。

“作为滨江建设者中的一份子，
通读中期评估报告后，（下转第6版）

本报讯 按照区委主题教育和大
兴调查研究工作安排，为深入开展

“进百家门、访百家情、解百家难、暖
百家心”行动，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
鹰近日赴长海路街道城市运行管理
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倾听群众

心声，了解社情民意，集中解决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周海鹰现场听取了杨浦区城市
运行多格合一业务协同系统、长海路
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12345热线运
行等情况介绍。

针对群众投诉工单，周海鹰和相
关部门逐件分析研判、明确责任单
位、商讨解决方案。针对已解决工
单，周海鹰“化身”12345热线话务员，
现场拨打群众回访电话，询问群众诉
求是否解决、服务是否满意。

周海鹰指出，12345 热线，一头
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是反映社
情民意的“晴雨表”，是密切联系群
众的“连心线”。要提高思想认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
度重视、 （下转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