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过年

生活故事

■董颂三 文

我与朋友胜平、建光三户家庭，
2017到北海去过年。我住胜平在北
海的楼房，建光全家住旅馆，大家相
约春节里来个厨艺大比拼。

除夕赶早，我到湖南路菜场买
菜，菜场很大，海鲜很多，石斑鱼、濑
尿虾、鲍鱼、花蛤、竹蛏、扇贝，既新鲜
又便宜。见赶海的小船靠了码头，有
人围了上去，只挑红勒鱼、团鱼买。
我跟胜平说，跟着当地人的感觉走没
有错，也抢了些。

渔民说：“团鱼、红勒鱼都是野生
的，烧汤给小孩吃特好，味道鲜美。”
只见他们的孩子个个眼睛清澈，体态
健康，我信这话。

胜平的亲家是天津人，忙乎着做
热干面给大家当早餐，只见她在大锅
里洒上油，放些香菇、绿豆芽、卷心
菜，翻炒后，在上面铺干面条，然后盖
上锅盖焖，不一会儿，热干面做好

了。好吃！获得大家称赞。
北海的早晨，腊月里不冷，厨房

内外显得热气腾腾。
这时，建光夫妇按门铃，他们在

菜 场 里 挑 选 了 一 大 块 鲅 鱼 的 中
段。建光妻心漪是青岛人，山东人
过年喜欢吃饺子，吃过早餐，他们
忙开了，剔除鱼骨备用，把鱼段剁
成鱼泥和上肉糜，撒上香葱搅拌成
馅。心漪用脸盆已和好了面，说要
让面醒一醒，醒一醒就是等它发酵
的意思。很快，她又把面揉成条，
再切成团，左手压着擀面杖前后迅
速滚动，右手腕抖动发出饺子皮，
就像发牌机发牌一样快。几个男
人没有见过这架势，手忙脚乱地包
水饺，饺子皮供过于求，大家忙得
乐哈哈、暖呼呼。端着水饺，喝着
鱼骨汤海鲜粥，大家啧啧称赞心漪
好手艺。

烧年夜饭，我夫人当仁不让。她
围上围兜，戴上套袖“粉墨登场”，拿
出兜里纸条说道：“好记性不抵懒笔
头。”上面写的是年夜饭菜单——清
蒸石斑鱼、椒盐濑尿虾、炒沙虫、白斩
鸡、海蜇头、八宝饭、花蛤、扇贝、鲍
鱼、团鱼汤。

妻子处理海鲜熟门熟路，对我
说：“水烧开后，花蛤焯一下就可以
了。”她把扇贝鲍鱼去肠、剥离洗净，

“蒸五分钟，倒出水，放姜末蒜末葱末
粉丝豆豉酱油，再用热油淋一下就可
以上桌了。”又说，“北海海鲜便宜，鲍
鱼一只三块，扇贝一只二块。”

大家见她忙得不亦乐乎，纷纷伸
出手传菜帮忙，用宋丹丹的话说，“过
年的气氛不是一般的热闹，那是相当
地热闹”。

晚上，我们在北部湾沙滩放孔
明灯，地摊上 10 元一个，有红色、黄
色、橙色，用半透明纸糊就，里面有
细铁丝，铁丝的中心固定着石蜡，
点燃石蜡，孔明灯就鼓涨起来，冉
冉上升。

鞭炮噼噼啪啪作响，夜明珠突突
地发射，像春演发令的信号弹，烟花
在夜空腾腾地四散，似万花筒在空中
绽放，发出吱吱声，然后又在头顶洒
落，霎时人间烟火弥漫。

诗抒胸臆

一
倚窗前，遥望芳华园。

昨日暖阳众鸟喧，今朝寒风
梅花艳。初春孩儿脸。

二
何处行，请问众行人。

梦里春雨笑纷纷，春花绽放
杏花村。携手去一程。

三
知否，知否，翠色已染

杨柳。旌旗飘扬绿洲，青春
洒满田头。田头，田头，大
田奔腾铁牛。

春咏
■王养浩

龙年豫园灯会 ■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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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升 文

数十年前，还年轻，到岳母家探
亲、过年，在县城汽车站，乘坐客运班
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市里，转乘在长
江上航行的客轮，两个白天一个夜
晚，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到达上海。

回想当年，春节前后，买车票要
提前一两天排队，船票紧俏，有铺位
的四等舱，更是一票难求。

临近春节，往往下雪了。一天
一夜，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花，
使得县城大街小巷，屋顶、地面，覆
盖着银白的雪。雪天易晴，隔天早
上，出了太阳。老街上，有小孩在雪
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有大人把家里
腌在瓦缸里的猪肉、鲫鱼，穿上细
绳，挂在街口空地，竹竿三脚架撑着
的晒衣篙上。

青砖黛瓦、木梁木柱的老屋里，
母亲系着围裙，在土锅台前洗锅、洗
碗。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带着行
李，在市里下车，赶到港务局售票大
厅买船票。正是售票时间，长龙般的
队伍，缓慢移动，忽然，听到排在前面
的人说：“船票卖完，卖票窗口关了！”
犹如当头一棒，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愿离开。
雪中送炭，有人前来退票。看穿

戴、听口音，是个上海知青，他在售票
窗口前，举着手中的票说：“谁要船
票，到上海的！”售票大厅内，好几个
人一拥而上，说：“我要！”“给我！”未
婚妻也跑上去。还算幸运，我们有了
两张没有铺位的五等舱、散席票。

我第二次到上海，启程当天，中
午，阳光照耀，晴冷。

临江的马路，街边、角落，还有积
雪、冰冻，路上人来车往。我们在港
务局下车，肩挑着两只人造革旅游
包、两只纸板箱，歇在港务局前的广
场上、树干涂着白灰的梧桐树下。正
好遇到几个同在县城工厂上班，也是
回沪探亲、过年的上海知青。

不一会儿，马路上，一个拉着空
板车、穿着花棉衣、身体结实的中年
妇女，走上来问：“你们到哪里，行李
要送啵？”县棉织厂的小周，代我们
说：“他们路远，你送不到的。”她说：

“路远？路远也送，价钱可以谈。”她
动手搬行李，说：“到哪里？”小周说：

“到上海。”她听着笑了，说：“你这伢，
真会开玩笑！”

马路上，很快又出现一个骑着脚
踏车、穿着棉工作衣的二十几岁的男
青年。小周眼尖，老远看见说：“来
了！”男青年骑着脚踏车，停在小周几
个面前，从袋里掏出几张船票，一口
上海话，说：“四等舱，厂里同事的亲
戚，帮忙买的。”

当天晚上，一宿没睡。夜黑、风
冷，上半夜，我们在街上闲逛，下半
夜，零点前后，我用小扁担挑着行李，
来到江边码头。

长江江面、岸沿宽阔，夜幕笼罩，
点点灯火。挨着防汛墙的检票通道，
遮雨棚里，乘客站着、蹲着、坐着。凌
晨三点多钟，有乘客说：“来了！”上游
方向，出现一团朦胧的亮光。乘客全
都站起来，排队。翘望、等候中，几层
客舱的客轮，渐行渐近，靠向江边码
头。有乘客兴奋地说：“是东方红十
号，新船！”

我们到上海探亲、过年，带的行
李，有农村土特产、换洗的衣服，还有
搪瓷缸、铝饭盒装着的熟菜、米饭。
上船后，上午十一点多起床，小周说：

“走，到餐厅吃饭。”我说：“我俩带了
饭、菜。”是母亲站在土锅台前，柴火、
铁锅炒的菜、煮的饭，我拿出来，到船
上开水炉放开水，泡饭。菜是咸鱼、
炸酱。

天气晴朗、冷风拂面。我站在船
尾甲板上，凭栏远眺。阳光下，江面
波光粼粼，“东方红”客轮，犁开水面、
劈浪前行，抛下浪花、漩涡。几只白
色的江鸥，在空中盘旋，追逐，俯冲而
下，在江面上啄食。

太阳下沉、暮色渐浓时，看到了
外滩，沿着黄浦江的路灯，犹如金黄
的珍珠项链，高楼大厦的灯火，温馨
柔和。客轮驶入黄浦江，缓缓挪动，
停靠到了十六铺客运站。

岁月悠悠

回沪过年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那一盆太阳花

意犹未尽

■周彭庚 文

小区垃圾桶旁有一盆太阳花，
细而柔柔韧韧的茎，狭而翠翠绿绿
的叶，小而细细密密的花，相互勾
连、交错、镶嵌，蓬蓬松松一大簇。

虽在垃圾桶旁，时有灰尘侵袭，
气味熏染，那一盆太阳花仍清清爽
爽，色泽清亮，即使不及“出淤泥而
不染”那般的高洁，却也是“近灰不
沾，嗅味不靡”，路过的人都要侧过
头多看一眼。

在根部触地的地方，露出的一
圈旧铁皮，似乎在诉说着它的过去。

三年前，它刚被人丢弃在这儿
时，是衰弱不堪的模样。栽种的搪
瓷面盆，已破烂不堪，只勉强把泥聚

裹成一堆。羸弱的几根茎匍匐在发
白干涸的薄薄的土层上，纤细得似
乎撑不住同样纤细的淡黄叶片，几
朵纤细的花半开半合，仿佛瞌睡人
的眼，混在叶片之间，分不清是花是
叶。

好在，旁边有个供“垃圾分类”
洗手的水盆，散落的水珠，仿佛救命
的甘霖，赋予它活下去的勇气，之后
越长越滋润，茎虽仍弯渐坚挺，叶虽
仍狭渐舒展，花虽仍细渐绽放，直至
浑身油光闪亮，极富生气。甚至，比
那些植根于瓷盆陶缶、受到精心照
料，冬无寒风吹刮、夏无烈日暴晒、
终生无霜刀风剑相逼的花，更舒坦，
更自在，更大气。春生夏长，秋茂冬
枯，那一盆太阳花从容老去。

冰鲜鱼

世相百态

■王坚忍 文

海鲜市场，看到亮晶晶的碎冰上
竖立着一排黄鱼，金灿灿的黄鱼映衬
着皑皑白雪，鱼嘴里衔着一粒粒冰
丸，煞是好看，不觉莞尔。

这个碎冰是机制冰。年轻时在
复兴岛上海渔业公司渔船上工作，凡
渔船出航前，必须加油、补充给养，还
有加冰。加冰的机制冰由隔壁的兄
弟厂鱼品加工厂提供。说是隔壁，其
实没有墙隔开，他们厂的加冰工人先
把一架长 20 米的金属滑梯，斜架在
鱼舱口，然后让制冰车间生产的机冰
借自身的重量，从天桥滑道滑入轧冰
机轧碎后，犹如打雷下冰雹一样碎冰
轰隆隆灌入鱼舱。

出海后，这些碎冰早凝结成“冰
山”。海鲜捕捞上来清洗后，下鱼
舱。几个水手在舱底把渔获铺平，挥
动开冰斧从“冰山”开凿出碎冰，在一
层鱼上用鱼铲摊上一层碎冰，薄鱼薄
冰，一层层垒上去。日复一日，直至
满舱。

当时我就发现，冰块冰过的冰鲜
鱼，比冷柜冷冻的海鲜好吃，没有解
冻后的氨水味。刚捕上来的带鱼、大
黄鱼，新鲜是没话说的，但像青苹果，
口味有点生涩，而冰过几天后，鲜嫩
滑爽，口味腴美，故船上的饭师傅做
菜，一般都用冰鲜鱼。

其实冰鲜鱼自古由来已久，晚清
《上海县竹枝词》物产章节的注释里
说，农历四月黄鱼汛，“网捕冰藏，船
载而至，名冰鲜。”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上海水
产报》任编辑，江浦路上海鱼市场的
老师傅告诉我，50年代中期，因制冰
厂少，渔船卸下的海鲜由鱼市场分送
到上海各个小菜场，保鲜机冰远远不
够，所以当时他参加了采集、储藏天
然冰工程。

数九寒冬，他们在上海郊区租用
数十亩收割后的稻田，把稻根一一挖
干净，用水车车水灌田，隔几天凛冽
的北风一吹，水汪汪的稻田变成了一
片白茫茫的冰田。此前，他们已经请

人，在附近挖好深3.5米、底部400平
方米的长方形冰坑，四面砌上厚实的
高墙密封，搭上木架梁柱，外面盖上
一层层稻草防止冰块融化。这个天
然冰厂可储冰1千吨，冬藏夏用。

老师傅说，当年大冷天参加分割
冰块和挑冰入库，非常艰难，但有一
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虽苦心里还是
甜的。

50年代后期，鱼市场拥有了近1
千米厂房的江浦冷冻厂，制冰能力
200吨∕日。1959年秋老虎特别热，
新华医院急救室需要机冰降温，江浦
冷冻厂急驰运冰。

90 年代末初夏，我采访鱼市场
江浦冷冻厂制冰车间。厂长老杨对
我说，制冰分为三道工序——把自
来水灌入一排铁质模具，每个模具
长 1 米，宽 40 公分，高 20 公分；灌满
水后放入温度为零下 10 度至零下
20度的冷冻坑，冷冻8小时；将模具
与紧贴模具的冰块一起吊入盐水
池，浸泡 3 到 5 分钟，模具与冰块产
生缝隙，用铁钩将冰块钩出来，再用
绳索将冰块拽上去，放入滑道滑进
冷库。

我在盐水池旁看埋头忙活的工
人操作，大热天他们穿着白色厚实的
大棉袄大棉裤，工作环境冷飕飕的。
老杨插话说，除给鱼市场海鲜用的机
冰外，因过几天高考，大家还在加制
降温机冰，运送到杨浦各考场。我抱
拳对老杨和工人们说：“我女儿也参
加这次高考，我先替她和考生谢谢大
家了。”

这年高考7月7日开考，我女儿
在杨浦贵阳中学考场。她上午 9 点
前一进考场，一阵清凉袭面而来，教
室里机制大冰块装在大盆里，吊扇开
着吹风。考试进行到一半，一个女同
学的卷子被吊扇吹到冰块上，她当即
带着哭腔告诉监考老师。老师眼疾
手快，奔到冰块前揭起卷子，还好，只
是洇湿一点点，无碍。

现在，高考改在每年6月7日开
考，天不太热了。

如今，上海远洋渔业大船也采用
了冷海水&盐巴水的新制冷方式，给
鱼类降温保鲜。我吃过他们带回国
的海鲜，味道可以媲美冰鲜鱼，一样
的色香味俱全，但降低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这是科技带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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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塑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生态
本报讯 2月20日上午，区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书记薛侃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视野宏阔、内涵丰富，为杨浦推
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刻领
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将总书
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与总
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一体落实，深刻
领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
义，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
征、基本内涵和内在要求，以新的生
产力理论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把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部署落到实
处，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新
赛道。要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实践路径。聚焦提升“创新四力”，在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化城市
功能、加快绿色发展上取得新的突破，
让产学研对接更加畅通、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加快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要着力塑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生
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
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通束缚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支撑。畅通教
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
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营造富有活力
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记者 宋玥

2024年杨浦区优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发布“7.0版”改革方案

起而行之打造营商环境“最暖城区”

高效能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审计担当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
和全市审计机关工作会议精神，2
月20日上午，2024年区委审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
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薛侃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审计
委员会副主任周海鹰，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余海虹，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尼冰，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蔡伟参加。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区审计机
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部署
要求，紧紧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各
项工作卓有成效，为保障区域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值得
肯定。

会议强调，2024 年，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认真履行审计监督各项职责，为
做好杨浦“三篇大文章”贡献更多
审计力量。

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凝心铸
魂中把牢审计方向。自觉把讲政
治贯穿审计工作始终，不断增强
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确
保审计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
的方向前进。始终牢记“国之大
者”，坚持“四个放在”，善于从大
局和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运用
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审计发现的
经济社会问题，推动审计工作高
质量发展。

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大局
中彰显审计担当。区审计机关要
立足经济监督这一基本定位，紧紧
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
绕“三篇大文章”这一中心任务，找
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精准把握审计
重点，精心组织审计实施，切实抓
好审计整改，推动各项任务高质量
落实。

要加强党的领导，在凝聚合力
中提升审计质效。切实把党的领
导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构建集
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
计监督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
监督合力，完善工作格局，提高监
督质效，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一支
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风务实、清
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
队伍。

会议传达了市委审计委员会
会议精神和全市审计机关工作会
议精神。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汇报2023年度审计工作情况、2024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和《中共杨浦区
委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工作总结和
2024年工作要点》的起草说明。

■宋玥精做“三篇文章”，书写发展新答卷
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黄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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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目不暇，惊叹神已驰”

元宵行街会如期而至长三角非遗荟聚

行街方阵由24支表演队伍近500人组成，从苏家屯路出发，上演武术、民族舞
蹈等非遗成果，呈现“应接目不暇，惊叹神已驰”的文化意境。 ■记者王修远摄

本报讯 2月21日上午，2024年杨
浦区优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
举行，发布优化营商环境“7.0 版”改
革方案。

区委书记薛侃出席大会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实施新
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以优环
境、促投资的新成效，充分激发市场
主体内生动力和内在潜力，为杨浦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主持会

议，传达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市投
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绣明、区政协主席
邰荀、区委副书记周嵘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和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发
展领导小组相关领导成员参加。

会上，薛侃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长
期奋战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工作一
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敬意，向在地企
业、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近年来，杨浦区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指
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市委、市
政府坚强领导下，通过做好优环境的

“必答题”，筑牢发展根基；做实促投资

的“抢答题”，激活发展动能；做优创新
探索的“加分题”，打造发展亮点，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各部门、各街道的艰苦
奋斗和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在地企业、
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和积极贡献。

薛侃表示，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深
化认识中狠抓优环境、促投资工作。问
一问当前杨浦优环境、促投资工作存在
哪些问题，拿出行之有效的举措，在下一
步工作中下更大功夫加以解决。问一
问对标先进我们还有哪些差距，更加主
动学习成熟经验，借鉴创新思路，向最好
者学习、与最强者看齐、跟最快者赛跑。

问一问这些问题和差距背后到底是什
么原因，精准施治、综合施策，把职能
设置得更清晰，把考核机制设置得更
科学，把干部能力作风锤炼得更过硬。

要坚持目标导向，在重点突破中
提升优环境、促投资水平。对标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全力打造“最暖”的营商
环境。打造宜商惠企的政务环境，让政
策更加可感可享，让服务更加高效便
捷；打造完备优质的要素环境，以稳定
优质的金融、人才、土地、数据等要素
供给助力企业茁壮成长；打造公正透明
的法治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和包容审
慎原则，严格监督执法。（下转第4版）

2024 年，新江湾城街道将紧紧
围绕“人民城市新实践、创新发展
再出发、重振杨浦‘一股劲’”三篇
文章，主动领题、精准审题、认真答
题，全力当好“施工队长”，为杨浦
高质量发展贡献新江湾城智慧和
力量。

多维发力，全域展示人
民城市新实践

2024 年是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
周年，新江湾城街道将全面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把人民城市的建设成果体
现在辖区方方面面，全域展示好人民

城市建设的新实践。
建好服务民生新载体。新江湾城

街道加快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蓝
图规划的58个项目，持续扩大公共服务
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紧扣“一老一
小”重点群体需求，加快推进清流环二路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动社区综合

为老中心、助餐点、日托所和家门口的养
老服务站服务升级。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2月24日是元宵节，我们
的节日——“长三角非遗荟聚 环同
济‘龙’闹元宵”2024年杨浦区环同济
第十九届“元宵行街会”都市化特色
传统节庆民俗文化活动如期而至。

区委书记薛侃，同济大学党委副
书记吴广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
员游海洋，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刚，
副区长王浩，市文明办活动指导处处长
朱维妙与市民代表共同启动活动，苏家
屯路、抚顺路上起欢歌、行花车、摆市
集、闹民俗，成了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

“咚咚锵锵！”执棒击鼓，边舞边奏
……广泛吸纳南北传统锣鼓艺术的杨
浦工人大锣鼓，是杨浦作为上海老工
业区的时代产物，如今由杨浦区文化
馆重新演绎，在喧天锣鼓的恢弘气势
中，拉开了整场元宵行街会的大幕。

本次行街会分“三地非遗 亮相魔

都”“都市民俗 经典传承”“街校人文
绽放风采”三大篇章。作为第一篇章
的主角，长三角队伍率先惊艳亮相。
自安徽滁州远道而来的20员老将，上
演的是一出“五马破曹”；江苏扬州德
才扬剧团的一曲扬剧，刚柔并济；浙江
湖州的船拳，融合南派少林武术，一拳
一法，灵动轻盈，似行船于江南水乡
……上海本土非遗项目三林龙狮、奉
贤滚灯、“上海港码头号子”同样精
彩。第二、第三篇章中，崇明、嘉定、长
宁等各区文艺团队纷纷到场“助阵”，
还有杨浦辖区学校师生、社区文艺团
队等共同带来表演。

年俗，历经千百年传承，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折射出人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四平路
街道市级非遗项目“元宵行街会”自
2005年开始举办至今，（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