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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平 文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滨
江大道的开发，苏州河夜晚的灯光，

“十五分钟”社区便民中心的建设，
上海书城雅处可逛，各大公园免费
开放……魔都的变化有点“好雨”的
微妙。

小雪刚过，我与妻子闲逛几十
年前到过的中山公园。在一号门
前，一块大石头上，镌刻朱红楷书：

“中山公园”。满园都是梧桐落叶，
道上、草坪、长椅前、花丛中，几乎
无所不在，脚踩上去，发出一种“雨
落下来、风卷起来”的声音。美学
家朱光潜先生“厚积落叶听秋声”
的雅事再现，“生活审美化”的追
求，微妙美好。

湖畔，垂柳依依；亭院，古典精
致，一群老人吹着萨克斯管。那优
美的曲调，回荡，引起无限温馨的
感觉：湖水泛起微澜，似乎很是陶
醉；一杆路灯，在湖边比士兵还要

挺拔，它们也听得入神了；野芦苇
随风摇动，好像在翩翩起舞；不远
处的大草坪上，固然没有春色青
翠，可枯黄也很平坦，有人并排躺
在地上，眼望蓝天白云，手机也跟
着一起躺下。

我们顺道而行，沿途垂柳高耸，
广玉兰严谨，菊花自由散漫，这里一
簇，紫黄色；那里一丛，粉白色，没有
人工的痕迹，显得生动鲜活。枫树红
了，燃在半空，是醉酒的贵妃？将军
的大红袍？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
真实写照。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二号门。
咦，20 路车开到公园？是否走错了
地方？真是二号门！可是，周边的围
墙不见了，完全与马路连在一起，中
山公园成了百姓的私家后院。

海上风物

新兵连记忆（下）

岁月悠悠

■李德生 文

万事开头难。排长、副排长一个
班一个班教。掌握基本要领后，战
友们反反复复练习，直到基本规范
为止。战友刘炳岩，没上过学，大字
不识，但心灵手巧，整理内务是把好
手，班里树他为标杆。在早晨内务
整理执勤上，以他为主，搞好内务。
在全班战友的努力下，三个月十二
周的内务评比中，我们班多次夺得流
动红旗。

其次是军姿训练。要求两脚跟
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
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
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后
张；两臂下垂，自然伸直，手指并拢自
然微曲；拇指尖贴于食指第二节，中
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要直，口要
闭，下颌微收，两眼平视前方。

军姿训练是队列训练的前奏。
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规
定，队列训练有单兵军事技能和班排
队列训练。班排队列有队形变换、方
向变换、分列式等等。队列训练后期

是射击训练，这其中包括枪支的分解
结合、瞄准练习和实弹打靶。

队列训练是新兵训练的主要课
目。先是单兵训练：立正、稍息、停止
间转法、齐步、跑步、立定、敬礼；队
列有纵队、横队、集合、解散、整齐、
报数、步伐等。走队列，对我们这帮
毛头小子来说，可真是“大闺女上轿
头一回”。记得一到训练场，大家是
洋相百出，左右不分，前后颠倒。口
令让向右转，有的就向左转；口令向
后转，有的就慢半拍，向后的向后，
对头的对头。口令下达齐步走，有
的就不知迈哪条腿。队列训练，也
是一个农村青年转变为一个合格军
人的第一步。

作为新兵班的班长，训练中我们
大都是先学一步，然后按照动作要
领，再带领全班训练。别看很简单的
走路，名堂学问还不少呢，拳怎么握，
臂如何摆，腿如何伸，脚如何抬或落，
都有规则要领。

如齐步走，每步约75厘米，先左
脚向前方迈出，按照先脚跟后脚掌的
顺序着地，同时身体中心前移，右脚

照此法动作。上体正直，微向前倾，
手指轻轻握拢，拇指贴于食指第二
节，两臂前后自然摆动，手臂自然伸
直，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30厘米，每
分钟走约116-122步。

其次，再练跑步走、正步走。正
步走每步约75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约 110—116 步；跑步走每步约 85 厘
米，行进速度每分钟约170-180步。

军训是艰辛的，战友们迎寒风，
战冰雪，绷直的双腿，挺直的腰背，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要领反复练
习。第一周下来，大家是腿痛胳膊
麻。虽然苦累，但都咬牙坚持，训练
场上个个是生龙活虎，比学争先，正
应了那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
花扑鼻香”。

最能锻炼战士应急能力的是紧
急集合。犹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是
一个夜间。当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
战友们摸黑打背包行李，迅速集结后
跟着部队出发了。沿着山谷走了一
会儿后，爬上了一座小山，越过山后，
沿山路返回了连队。

到达连部点评时才发现，有的背
包没打好，抱着被子，有的鞋子穿反
了，有的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真可
谓“丢盔弃甲”。更可笑的是，一点
名，少了一名战士。经查，四班一个
湖南姓罗的小战士还在床上睡大觉

呢，营房里的号声哨声，还有战士们
的喊叫声竟然没有惊醒他。此次紧
急集合给大家敲了警钟，提高了大家
的警觉性。后来的紧急集合训练，越
来越好，真正做到了唯令而行，整齐
划一，军容严整。

新兵生话是枯燥的，尤其对我们
这些刚离开家乡的青年，更容易想念
家乡和父母，在梦里，有的战士因想
念父母经常哭鼻子。

山沟里的冬夜寂静，清幽的月
色纤尘不染，寒风从门缝里吹进来，
连队山坡上几棵柿子树还醒着，像
卫士矗立在山上……室内取暖的煤
炭炉散发着热气，消解着寒瑟。

三个月的摸爬滚打，严格训练，
让一个个青涩的青年，成为合格的战
士。战友们戴上了红帽徽红领章，分
赴老连队，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

岁月无情，山河有爱，转眼间五
十年了。

我深深怀念1973年12月19日那
天，我接到入伍通知书之时，宣示了
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拐点，当时虽不
能预见自己的未来怎样，但深知已踏
上了新的路程，要用勇毅的心去面对
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

经历过人生的五味杂陈，用心感
受这时光变迁之美，回望那段日子，
一些细节生动如初。

中山公园的遐想

■贾瑞东 文

出游半月，一到家就赶忙将闭
了数日的窗户打开。

清风进来，一股淡雅的香味儿
也跟着进来，转瞬弥散每个角落，鼓
荡着香的风帆。

憋闷已久的帐缦微微颤动缓缓
张开，像胸腔的展扩、肺叶的充盈、
鼻翼的翕动，几案上两页签纸快乐
飘移，为风而舞为香而旋，为久违的
新鲜空气作深呼吸。

恍然不知是什么香，低头一瞥，
窗台上灿然一片，桂花！桂花又开
了，“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她没等我回来欣赏就急不可待
地开了，又不无遗憾地谢了，错失

“独占三秋压众芳”最精彩亮丽的高
光时刻，不免心生憾恨。

拾掇窗台，抺布刚放上又触电
般捡起，“玉颗珊珊下月轮，应是嫦
娥掷与人”，怎能将花儿与尘垢合
流？净净手，拿来一个透明的小瓶，
将她们一一小心拾起，斜着瓶口轻
轻放入。待全部拈完，细细勘察有
无缺漏，再将瓶口徐徐竖起，她们优
雅宛转地滑进瓶底。

我将瓶子举至眼前，只见成团
成簇，千姿百态。鼻尖凑近瓶口嗅
嗅，异香袅袅，真乃广寒香一点，吹
得心花绽。

第二天上午去市场买菜，小区
的路上满是桂花。回家刚带上门，
香味儿就挤了进来，果不其然，换鞋
时发现鞋底有点点金色，真是零落
成泥碾作尘，仍有香如故啊！

■陈茂生 文

前些天，准备更换客厅旧柜子，
从旮旯里找到大小几本影集，尽管封
面有些泛黄破损，但里面照片能证明
如今的黄脸婆、糟老头，当年都是货
真价实的“白雪公主”“奶油小生”，不
少照片后面还有时间、地点和简短记
述，翻看时别有一番兴味。

在胶片摄影年代，拍照是件大事
情。上学、上班前必须准备“近期免
冠照”若干张，到照相馆前要理发更
衣，家里老人还会“导演”一番，“眼睛
睁睁大，嘴巴‘不能傻笑不能不笑’”。

摄影胶卷分 135、120 两种，其中
120 胶卷还有 6×6 与 4×6 的区别。
父亲买过一架前苏联的“舍而基”120
照相机，便浪得一个“家里条件老好”
之虚名；这架相机以后以极低廉价格

卖给了走街串巷“收旧货”的了。若
放至现在，一定当之无愧地独享客厅
玻璃柜中间一格的待遇了。

再以后进厂工作。某日上班时
大喇叭广播“通知”：“明日有报社记
者来厂采访拍照，不得穿破旧工作服
上班……”

群情振奋。之后就看到见多识
广的厂领导在镜头前也拘谨局促，只
会按照报纸里的模样，拿着电话机作
发布指令状，或一只手拿话筒另一只
手在半空挥舞，有激情很豪迈的样
子。照片冲洗放大贴在宣传栏里，走
过路过的师傅们看着主任、厂长装模
作样的样子，都会嘲几句“像煞有架
势”。因为那时厂里遇到啥问题，都
是“靠前指挥，当场了断”，三言两语
一拍两散，无需电话遥控指挥。

其实普通职工也都希望在镜头

里留下“像煞有架势”的模样。那时
宣传科的人经常挎个照相机到车间
转悠，原本斜靠椅子、捧着茶缸的操
作工一看立刻坐直了，做全神贯注模
样，不希望“脚翘皇天宝”的不羁模样
被“立此存照”，还不忘问一下：“拍得
灵嘛？不灵，再拍一张。”

女职工尤其会抓紧“捯饬”一番，
“拍得年轻点”，工余聊天时明明还在
发牢骚，看到镜头对准了，咧咧嘴“露
一点笑”。

跨入二十一世纪，摄影开始“数
码”。在一家报社工作时，有一架数
码单反照相机平时由主编秘书负责
保管，专职摄影记者需要时经批准才
能携带外出。而这架严格保管的“报
社贵重固定资产”拍摄一张照片容量
仅 800K，如今手机“随手拍”一张就
达1M以上了，回想起来有点哑然失
笑，也有“时光过去还不到二十年”的
感慨。

到了智能手机畅行的“读图时
代”，手机“拍一拍”的动作越来越
娴熟。

都是记录光影，“摄影”是学名，
“拍照”是俗称。以前称作“摄影”显
得很有仪式感，摁下快门后还要冲洗
影印收藏欣赏，顺便知道有个名叫

“伊斯曼”的外国人和C41配方，让无
数人得以保存曾经的生活、工作和社
会的场景。

数码让“拍照”成为一件稀松平
常的事，屏幕上的影像越发细致和生
动。随团队外出活动时，不知不觉就
被“咔、咔”很多次；人还在旅途，或庄
或谐的模样已公之于网络；一点即
来、一挥就去，挥洒自如。在家附近
有家小广告店兼营“证件照”，店老板
用手机对着客人“咔”一下，然后打印
切边装袋，三五分钟“搞定”走人。

随着伊斯曼和 C41 逐渐走入历
史深处，街头大小传统照相馆也消失
了十之九五。昔日寻常的胶卷摄影
如今已像一辆昂贵的“老爷车”。

客厅新柜子到了，赶紧把那几本
影集妥妥地保存好，就陈列在玻璃柜
中间一格，便于跟人显摆：这是当年
的照片和影集，现在不多见了吧！

拍照还是摄影

世相百态

诗抒胸臆

复叠依山飞彩练，
洗磨成镜放扁舟。
人间应是宜居地，
何故谪仙疑去留。
时入画中心海静，
终醒当下履尘愁。
鹤风自在青冥外，
杏雨归来书倦游。

看山水短视频有感
■冯如

香如故

时令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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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下午，上海市
杨浦区人民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共建创新联合体深化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华为坂田基地举
行。杨浦区委书记薛侃、华为轮值董
事长胡厚崑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
副区长徐建华，副区长施方，华为上
海总经理郭奕昱，华为云 HCS 业务
部总裁尚海峰，华为上海副总经理刘
正宝等参加。

薛侃指出，一直以来，杨浦与华
为联系密切、合作融洽，双方合作已
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成
果，也缔结了深厚情谊，此次签约标

志双方的合作迈向了更高起点、更广
领域、更深层次。他表示，杨浦与华
为在转型、创新、发展方面的共同经
历，促成了这次共同的行动与合作，
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一步
加大合作力度、提升合作能级，为政
企高质量发展共同按下“加速键”。
同时，也期待双方能够进一步建立更
为紧密的交流合作机制，早日把合作
共识转化为合作内容，把合作文本变
成合作成果，打造政企合作的“新标
杆”。在此过程中，杨浦将全力当好

“金牌店小二”“首席服务员”，为华为
发展提供最佳的条件、最好的服务、
最优的环境。

胡厚崑表示，杨浦区科创资源富
集，不仅是全国首批“科创中国”试点
城区之一，也是国家创新型城区，属
于上海创新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华为将依托自身在 ICT 领域三十多
年的根技术积累，以及在云计算、5G、
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领域
的创新探索，与杨浦携手并进，共同
打造一个由“创新联合体、产业生态、
应用场景”构成的创新培育赋能体
系，助力杨浦区成为创新型数字化改

革的标杆。
活动现场，在薛侃、胡厚崑、徐建

华、郭奕昱的共同见证下，施方和刘正
宝代表双方签约。未来，双方将充分
拓展合作的广度、深度，本着“优势互
补、开放公平、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建
城市灵境场景创新中心、共创数字孪
生创新联合体、共拓城市数字孪生生
态、共筑城市数字孪生应用场景。

当天，薛侃一行还参观了华为深
圳总部的冯·诺依曼数字化转型展
厅，听取华为在数字能源、金融、交
通、政府与公共事业方面的探索实践
和科技成果。 ■记者 宋玥

抓细抓实，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
各单位各街道加强日常巡查排除安全隐患，区救助管理站展开救助

本报讯 12 月 16 日上午，上海
城市数字化转型年终重磅活动
——以“应变求机，以数谋新”为主
题的 2023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体
验周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开幕。

开幕式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庄
木弟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市经
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程鹏为数
智上海智库协作超级节点第二批共
建单位授牌。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在致辞
中表示，当前，杨浦区正积极落实国
家和上海决策部署，以数字化思维引
领创新型发展，以在线新经济为引领
的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连续多年保
持高速增长，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面向未来，杨浦区将立足
优势，以“数”为擎，加强数字技术基
础研究，着力激发数字技术创新的充
沛活力；以“数”为基，紧抓智能算力、
大模型等技术发展趋势，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着力积蓄数据分析应用
的巨大潜力；以“数”为核，打造以数
字经济为核心主导的“1+2+3+4”创
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释放数字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张宏韬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城市数字
化转型工作已推进三年，面对大模型
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区块链等数字
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的新机遇，下一个
三年，上海将乘势而上，聚焦提升数
字经济竞争力、数字生活感知力、数
字治理变革力、数据要素赋能力、数
字基建支撑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副区长施方代表杨浦区人民政
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签
约共建数字孪生创新联合体。

数智上海2023峰会同步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中国工程
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
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分别作

《数字产业新潮流——内生安全网
络弹性设计》、《虚实相生 RAR 创
新城乡活力》主题分享。

体验周由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
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经信委
指导，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应用
促进中心、杨浦区科委主办。活动
现场，与会领导和专家还为上海市
算力网络协会揭牌、上海“数字伙伴
计划”共建单位颁证。云边融合专
家会诊厅启动，数字化转型最新成
果报告发布。

上海自 2021 年起全面推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以来，持续赋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市民高品质生活、城市
高效能治理。面向经济数字化转
型，上海先后出台《上海市数字经济
发展“十四五”规划》，元宇宙、智能
终端、智能网联汽车行动方案，全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预计今年全年将达6300
亿元，面向生活数字化转型，上海已
建成便捷就医、智能出行等35个重
点场景。 ■封辰霏 宗禾

薛侃在《2023对话区委书记》访谈中畅谈城市发展：从一个个触手可及做起

杨浦与华为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创新型数字化改革

创新联合体将在城市数字孪生生态等方面展开合作

从“700米的20年”到“2万户的228”

街道提出问题，委办局现场回应
周海鹰赴新江湾城和五角场街道调研，现场了解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等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
体验周在杨浦区开幕

深冬的一个周末，杨浦区委书记
薛侃走进大学路起始端上的一家大
隐书局，点上一杯咖啡，看向窗外，此
刻的街区已被阳光洒满，来来往往的
人们衣衫轻简地从窗前经过，这一天
的上海气温接近20度，暖冬的气息，
让薛侃想起家乡福建，也让他意识到
自 2019 年 12 月来到上海，成为杨浦
人已整整四年。

相比本地干部对区域的熟悉，薛
侃四年来一直在拼命“补课”，实地调
研、查阅史料、请教专家，如今他对大
学路上的小店铺如数家珍，对杨浦滨
江上的每处设计了如指掌，也对曾经
的“2万户”工人新村历史倒背如流。
但在越来越“本地”的同时，他也会时
常以一个“旁人”视角去看杨浦当下
的发展和未来的布局，因为客观才能

避开认知的盲区。
近日，在录制《2023 对话区委书

记》访谈中，薛侃就主动直面转型发
展中亟待解决的3个“不匹配”。

“杨浦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
出，必须对创新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更
大力度的突破。最近我们围绕主题教
育对创新发展之路做了深入调研，发
现当前杨浦创新存在：组织协调服务

创新的能力与大科学时代的新要求不
匹配、创新的贡献度显示度与科创中
心重要承载区的定位不匹配、创新成
果转化能力与区域科创资源不匹配。
杨浦要实现新一轮创新发展，这3个

‘不匹配’必须要跨越过去。”
提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全过

程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力、全方位提升
创新产业竞争力、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受强冷空气影响，上海
进入“速冻模式，本周新一轮降温也
即将开启。为贯彻市委、市政府关
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部署，切实做好冰冻、寒潮等极端
天气防范应对工作，12 月 16 日、17
日，区委书记薛侃，区委副书记、区
长周海鹰分别带队实地检查防寒保
暖工作落实情况，并慰问一线工作人
员和社区群众。区委常委、副区长徐
建华参加。

在强寒潮影响下，上周末杨浦区
最低气温跌至零下4℃，全区各单位、
各街道第一时间响应，面对“速冻模
式”，落实各项防寒保暖措施，各街道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送或张贴寒潮
提示，及时宣传本轮雨雪冰冻天气相
关信息及有效应对措施，并联合物业
公司深入各社区，加强外露供排水
管、水箱、水表、阀门等设施设备的日
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做好保
温措施。应急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

准备了工业盐、草垫等防寒融雪物
资，一旦路面结冰，立即做好应对，排
除安全隐患。同时，杨浦区救助管理
站已联动全区各街道，发现流浪乞讨
露宿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区救助管理
站开展救助，可拨打110或热线电话
65675720。

17日，薛侃带队前往杨浦区大连
消防救援站、鞍山菜市场、红日养老
院、平凉路街道明园村小区等处。薛
侃强调，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极端天

气应急响应机制，加大街面、社区安全
隐患巡查发现力度，及时开展联动处
置；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应
急力量备勤和物资储备；加强对困难
群体、弱势群体的救助援助，加强菜
场、养老院、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应急管
理。全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精心谋划，周密部署，把应对
寒潮等极端天气防范工作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民生工作抓细、抓实，确保人民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根据区委主题教育和大
兴调查研究的工作部署，12月12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带队先后来
到新江湾城政悦路社区公共运动场
篮球场，五角场街道政肃路街区、阳
普国年菜市场进行调研走访，现场了

解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等情况。副区
长于洋参加调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街道汇
报了相关情况，并提出需要区级层面
协调解决的问题，相关委办局结合走
访调研情况和工作实际作了回应，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在听取交流发言后，周海鹰指出，

街道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既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
一公里”，也是加强基层治理的“工作
最前沿”，街道基层任务重、责任大。

当前，杨浦正处于创新发展再出发的
关键期，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凝心聚力、比学赶超，以基层高质
量发展助推杨浦高质量发展。

就下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和民生
实事项目建设工作，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