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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新 文

文学巨匠茅盾，创作过《子夜》
《林家铺子》等巨著，也写下了记录
平凡生活、充满烟火气息的文字。
近日，读到一篇《全运会印象》，写
的是他当年到新落成的江湾体育
场观看运动会盛况。

江湾体育场是当时“大上海计
划”的主要建筑之一，原名“上海市
运动场”，由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
主 持 设 计 ，整 个 体 育 场 占 地 300
亩，包括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三
部分，工程于 1935 年 8 月竣工，同
年 10 月 10 日至 20 日，在此举办了
旧 中 国 时 期“ 第 六 届 全 国 运 动
会”。茅盾先生是在儿子、女儿的
请求下，在“最不热闹的一天（12
日）”和“最热闹的一天（19 日）”，
两次亲临现场，“印象甚佳”地观看
了几场比赛。

文中称，会场“四至”全是新
开的“记不得大名”的马路。据资
料记载，江湾体育场当年号称“远
东第一”，规模宏大，有四个大门，
四面分别对应淞沪路、虬江、国和
路与政同路（现政立路），很多马
路都是当时新筑而成。运动场外
围，是“排排坐”的临时商铺，用芦
席搭成，水果铺和饭店最多。这
一“氛围”，使茅盾联想到了故乡
乌镇的“香市”。他曾在一篇以香
市为题的散文中，将“香市”比作
农村的“狂欢节”，吃和玩，什么都
有 。 而 运 动 场 也 是 看 和 玩 的 地
方，自然不缺吃的，就连看台上，
都有“点饥的”“解渴的”“消闲的”

食品售卖。
“六运会”召开时还未修筑围

墙，以102 个圆形拱门组成外墙，观
众由 34 个回廊口进入。由于门太
多，第一次茅盾买好门票后，带着

“少爷”左一个“门”、右一个“门”不
能进去，沿着“铁丝网”跑了半个圈
子。可见，管理十分混乱。进入内
场，茅盾所看到的田径场像一个

“圆城”，“仰之弥高”的看台就是
“斜坡形”的“城墙”，站在最高一
级，就是站在“城墙顶上”了，俯瞰
下面的“城圈子”，有两支足球队正
在紧张比赛中。

茅盾写他的“少爷”，回家后对
会场的建筑很“赞成”。体育场以
钢筋混凝土作构架，红砖砌墙，人
造石为外墙勒脚和屋顶。在构图
上，采用西方新古典主义与中国传
统元素巧妙结合。整个建筑群“堂
皇富丽”，在今天看来依然气势恢
宏。可想而知，留给当年茅盾和他
幼 儿 的 印 象 ，是“ 没 有 理 由 不 满
意”，这也是对这座历史建筑本身
的充分肯定。

由于看台的座位是水泥的，
且暴露在太阳底下，坐在上面“不
舒服”。于是茅盾就在“城墙”上

“运动”，“看运动会的各色人等”，
这让他感到“大有意思”。作为一
位革命家和作家，对“各色人等”
的观察尤为细致、深入。他在之
前的文学作品中，已成功塑造了

“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等艺
术形象。通过两次对“运动会”现
场的细心观察，他用轻松、诙谐而
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一幅旧时代

“运动会”的历史画卷。他写出发
时汽车公司殷勤像“招呼竞赛”；
写观众入场是“夺门运动”，像“铁
嘴 巴 张 开 又 闭 上 ”；写 返 场 时 观
众 们 的“ 抢 车 运 动 ”，自 己 也 不
得 已 采 取 了“ 未 免 太 那 个 ”的

“非常手段”。
这场“运动会”举世空前，观众

每日超过10万。彼时体育场周边尚
属农村，与市中心距离较远，交通十
分不便。尽管当局特意在淞沪铁路
江湾站至淞沪路之间，大约在今纪
念路、大学路沿线，铺设了一条轻便
铁轨，还几乎调集了所有公共汽车，
连搬场的货车也用上了，每天散场
还是上演“比足球比赛还拼命”的

“抢车表演”。
近读钟桂松先生所著《茅盾

传》，得悉 1935 年 3 月，茅盾一家
已 从 大 陆 新 村 搬 至 极 司 菲 尔 路
（今万航渡路）信义村。新家离江
湾体育场，比原来四川北路附近
的大陆新村要远得多，可见茅盾
两次携子女前往观看，往返路途
极为艰辛。

在经历了日军侵略战争后，江
湾体育场还曾召开过旧中国“七运
会”；1983 年 9 至 10 月，成功召开了
新中国的“五运会”。上海八万人
体育场建成后，这座老建筑渐渐落
寞了。

历经沧桑巨变，如今的江湾体
育场位于杨浦创新浓度最高的区
域，因为年轻人的到来焕发出新的
活 力 ，饱 经 沧 桑 的 建 筑“ 修 旧 如
旧”，富有年代特征的建筑元素重
现昔日光彩。

■赵文心 文

年初，随女儿一家去东京游玩。
来去九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回到家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
去楼下老同事家，端回寄养的水仙
彩椒金鱼乌龟。家里养着十数盆
花草，多肉苏铁耐旱不必多管，金
枝玉叶花叶络石一次浇透水可以
维持一周有余，只是水仙需要常常
换水，彩虹椒喜湿润。还有金鱼需
要每天喂食，乌龟怕冷，需要晒太
阳。还有快递要收，报纸要取，水
电煤要留意。平日里不觉得，要出
门了，发现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有这
么多羁绊。好在这些琐事老同事
一应包揽，期间还拍了快递、乌龟
的照片让我们安心。

接下来，掸尘拖地洗衣摘菜。
老同事笑言，跟女儿出门，当

了好多天甩手掌柜。真的是如
此。办签证定行程找酒店，女儿女
婿一手包办。在东京搭乘地铁逛
公园商场看美展品美食，我本是路
盲，此时更不动脑筋，服从安排跟
着走。有两次独立行动，女儿反复
交代，认路接送，我也拍下地铁出
口、转弯路口的标示，学会了在便
利店买饭团水果。

旅游让我跳脱惯常的生活轨
迹，在陌生的城市里，与陌生的事
物不期而遇，因陌生而心生欢喜。
来到海边，清澈的海水轻拍岸边礁
石，雁阵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风
一般掠过彩虹大桥。夜登高塔，俯
瞰城市大地，万家灯火明灭，不眠
车流涌动。

走进公园，路演艺人在规定的
地点演出，在不同的时段吉他管乐
大提琴小提琴为游人奏出悠扬乐
声，有人驻足倾听，有人投出钱币，
有人上前攀谈，艺人神情安然。

最让我兴奋的是见到许多高大
的树，深冬的它们，宁静的深挚的蓬
勃的它们，唤醒我日趋麻木的感
官。“动物占据空间，而植物记录时
间。”日复一日它们都在那里向上伸
展，无论落叶散尽，新叶满枝。

恢复了生活常态，坐定下来整
理手机照片，重温旅途的点点滴
滴。有些事物有些场景，在旅途中
没有特别在意，随手一拍而已。回
家后再看，回味会生出新的感慨，一
张都舍不得删。

路上的窨井盖，东拍一张西拍
一张，集了十数张，有大有小，有圆
有方，雨水污水电气网络民用公用，
各司其职，还有整齐生动的图案。
门面很窄小的寺庙在寂静的街头巷
尾就能见到，走进去吃惊地发现墓
地是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扫的
水桶手套扫把整齐地摆放在角落，
鲜艳的花束供奉在碑前，家人随时
可以前来祭拜，故去的亲人仿佛仍
在人间。我常常在人家门前或围栏
墙头探出的花树下驻足，一律修剪
得齐整，绝无枯枝败叶，衬出生活的
细致严谨。

上野公园的喷泉吸引了很多
游客，我也在池边坐下，拍了此起
彼伏高低错落的水柱，也拍了池边
多彩的郁金香和角堇。准备离开
时，一位相貌衣着都极其普通的短
发中年妇女吸引了我的目光。她
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跪蹲在一盆
红得耀眼的郁金香旁，反复调整角
度、焦距，水柱再次奔涌，她迅速起
身，尽可能贴近水花，那专注沉浸
的神情真让我羡慕。我并没有看
见她镜头里的世界 ，但我相信她
从花朵流水的细微之处获得的感
受远超于我。

旅游的记忆会在归来以后保持
很久。记忆如光透进日常生活的缝
隙，明亮温暖，充满治愈的魅力。

■章玉华 文

午后的阳光慵懒洒在行道两侧
的海棠花上，花色残红，已失去了盛
开时的活泼明媚。此时红灯亮起，
川流不息的汽车戛然而止。

一位骑车女士轻轻刹住脚踏板，
露出倦容和眼角鱼尾纹，随意挽着的
发髻黑白交杂。不经意间回头，她突
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花白微卷、
画着淡妆的阿姨。两人相视一笑，原
来是多年未见的老友，寒暄几句后，
画淡妆的阿姨问起一位似乎她们都
很熟悉的朋友，骑车女子略微停顿，
慢慢说出“他（她）已经走了”。

“啊！”阿姨禁不住按了下自己
的胸口。“不会吧”，她头颈轻斜，好

像要转身，又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稳稳地站定。骑车妇人颔首示
意，柔和的眼神里仿佛有一道微光，
安慰着彼此。

绿灯已经闪烁了两次，骑车妇
人匆匆消失在车流中。那位阿姨下
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衣领，也疾步穿
过马路。

路边，连起了一个断线的故事，
人生一瞬，好似身旁刚刚凋零的海
棠花。

■袁秋茜文

清晨，檐下“滴答滴答”的雨声
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推开窗，外面
的雨下得纷纷扬扬，山茶花落了一
地，想起了李煜的词：“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时间一晃就到了暮春，浓郁的
春意几近凋残。几日连绵的春雨仿
佛要送别春天，恋恋不舍地下着。
究竟下了多少雨呢？宋代诗人周邦
彦给了答案：“欲验春来多少雨，野
塘漫水可回舟。”此时的我，虽不能
到野塘泛舟，却可以听一听那些落
在诗词里的春雨。

早春的雨，是韩愈写的那句：“天
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雨
丝飘忽，像酥油般细密又滋润，让小
草探出了头，也让大地有了绿意。

好雨是知道时节的，它会在万物
萌生的春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一场春雨过后，柳树就抽出了
新芽，嫩绿的枝条随风摆动，与友人
依依惜别的王维，大笔一挥，写下来
千古传唱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
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想，若无送别，当年的王维一
定愿意和友人雨中漫步，将春光慢
慢欣赏。说不定，他们走着走着，也
会发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
杨柳风”的感慨来呢。亦或者，他们
会泛舟湖上，吟一句“青箬笠，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中西塞山
前自由飞翔的白鹭，江岸边盛开的
桃花，水中肥美的鳜鱼，是多么乐
然、自在啊。

进入仲春的雨，总是和花事相
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这是陆游在临安的小楼听了
一夜春雨吟出的诗。而欧阳修走进
了田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道出
了那句：“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
日杏花繁。”于我而言，相较于杏花，
更喜欢海棠。无论是“海棠不惜胭
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还是“试问
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都让我对
雨中海棠别有青眼。雨中逢花，总
是人生的幸事。

到了暮春，雨打落花花落雨，无
人不惜春。明朝蒋用文遇到暮春时
节的雨，他感慨道：“暖风吹雨浥轻
尘，满地飞花断送春。莫上高楼凝
望眼，天涯芳草正愁人。”望着那满
地落花，谁能不伤感，不发愁呢？就
像此刻的我，“与君相逢处，不道春
将暮”，心戚戚然。

再次走到窗前，雨似乎已经停
了。行人们大多没有撑伞，走在春
风里，走在春雨滋润过的大地上，脸
上露着笑意。“风传花信，雨濯春
尘”，那些落在诗词里的春雨，落进
了心里，洗涤着灵魂。

旅游归来

旅游日记

诗抒胸臆

走进五月——
我便会纵情歌唱
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
五月的空气充满芬芳
五月向全世界宣告——
劳动书写着人类的篇章
五月是青年人的盛装
民主和科学迸发真理的光芒
五月有太多的红色悲壮
前赴后继的绝唱
迎来共和国的曙光
五月是最美的诗篇呵
五月是最好的时光……

献给五月的歌
■王养浩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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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9日，2024年杨浦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专题推进会举行，
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工作
再做总动员、总部署。区委副书记周
嵘出席并讲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
查总队副总队长孙德麟到会指导。
区领导董鑫旺、余海虹、尼冰、徐建
华、胡煜昂、王浩、吴雷、于洋、李奇
楠、明依、祁克萍、王朝晖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统一思想，绷紧文
明城区创建“一根弦”。要再接再
厉，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推进创建工作。要认清形势，以
临战状态冲刺提名大考。要凝聚共
识，以文明创建提升市民素质和城
区竞争力。要提高站位，以文明创
建助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要全力以赴，下好文明城区
创建“一盘棋”。要上下“一条心”，
坚持精细化、高标准、严要求。要压
实责任，既统筹协调又督导问效。
要厘清指标，既靶向发力又注重实
效，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强化宣
传，既培育新风又引导共建，切实形
成“全区发力、全域联动、全民共建”
的良好工作格局。要齐心协力，铆
足文明城区创建“一股劲”。要扛起
政治责任，带头把方向、抓导向、管
阵地、强队伍，让市民切实感受到城
区面貌的改善和文明氛围的提升。
要有“敢为人先”的冲劲，敢于探索
新的路径。要有“水滴石穿”的韧
劲，要有“服务为民”的干劲，始终坚
持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
答应，作为文明创建的评判标准。

会上，对创全实地考察点位测
评情况进行通报、点评。区公安分
局、区商务委、定海路街道作交流
发言。 ■汤顺佳

区领导走访调研复旦
大学数字媒体实验室

本报讯 区委书记薛侃近日走
访调研复旦大学数字媒体实验室，
与学校师生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实
验室前沿技术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
情况，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复旦大
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
新参加。

复旦大学数字媒体实验室长期致
力于数字图像智能处理、视频分析与
理解、三维图像处理、多模态信息处
理、医学影像分析等数字媒体处理领
域的算法与机理研究。薛侃实地参观
了实验室功能区域，听取了AIGC技
术发展和产业应用情况介绍。

在座谈会上，薛侃就推进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数字媒体实验
室师生深入交流，并对当前所需解
决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应。薛侃指
出，人工智能是上海着力发展的三
大先导产业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
前，杨浦正深入推进创新发展再出
发，加快构建“1+2+3+4”创新型现
代化产业体系，区域人工智能发展
基础扎实、创新要素集聚、应用场景
丰富、创业氛围浓厚，实验室研究团
队在杨浦舞台广阔、大有可为。区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实验室团队的
沟通对接，当好服务科技创新的“后
勤部长”和成果转化应用的“战略合
伙人”，助力研究团队抢占科技制高
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宋玥

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上海网络生态治理旬行动在杨浦启动
首个区级涉企侵权信息受理服务站在杨浦成立 维护企业网上合法权益

滨江综合开发管理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杨浦滨江综合开发管理指挥部召开全体会议，全力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运用数字孪生技术1:1复刻杨浦滨江5.5公里核心段

杨浦滨江智慧管理平台发布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打好产业融合“组合拳”
本区听取人工智能和科技金融、创意设计和绿色低碳产业链推进情况

杨浦滨江（航拍）资料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提出的“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
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部署要求，结
合中央网信办2024年“清朗”系列专
项行动计划，5 月 10 日下午，由上海
市委网信办主办、杨浦区委网信办承
办，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
张拥军，上海市委网信办主任徐炯，
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主任，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会会长姜
迅，杨浦区委书记薛侃共同启动“清
朗浦江·2024”网络生态治理旬行
动。市委网信办副主任俞旻骁，市司

法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叶忻，副
区长于洋出席启动仪式。

现场，“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涉企
侵权信息受理服务站”正式揭牌，杨
浦区委网信办、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
会、澎湃新闻获授牌。

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清朗浦江·杨浦倡议”发布，呼吁坚
决抵制诋毁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
坚决抵制侵犯企业家个人隐私和企
业商业秘密、坚决抵制以“舆论监督”
名义向企业索要利益、坚决抵制操纵

“水军”账号发帖攻击企业、坚决抵制

编造企业虚假信息。
据悉，在中央网信办的有力指导

下，上海市委网信办认真落实“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部署，积极探索以“清
朗浦江”命名的上海治网管网品牌，
着力整合资源、聚焦重点、凸显特
色。2023年全年共开展“清朗浦江”
专项行动15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305.9余万条，处置账号56.6余万个，
会同本市通信管理部门关停网站164
家，切实维护了清朗有序的网络生态
环境。同时，依托全市网络协同治理
联动机制，市委网信办与33家成员单

位相互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凝聚网络生态治理合力。此外，
市委网信办分类指导多措并举，促进
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加强网站平台合
规指导、推动“自媒体”自律规范、拓
宽社会参与治理渠道。

据悉，今年，上海市委网信办重
点开展“清朗浦江”五大专项行动，聚
焦网络营商环境、“自媒体”、网络暴
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重点领域。
针对重点领域存在“痼疾多、易反弹、
纠不清、管不牢”等网络生态问题，重
拳整治、综合施策，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5月6日上午，杨浦滨江
综合开发管理指挥部第八次全体会
议召开。区委书记薛侃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嵘主持，区领
导尼冰、徐建华、胡煜昂、王浩、吴
雷、于洋、祁克萍参加。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是杨浦滨
江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
年，全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区委、区政
府决策部署，推进滨江综合开发管
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品牌影响持
续扩大、发展能级不断提升、人文魅
力充分彰显、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会议强调，滨江综合开发管理
是今年全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面临的形势不一般、所处的地位不
一般、推进的任务不一般，要按照

“一区、一带、一窗”的战略定位，提
升政治站位、强化系统集成、狠抓任
务落实，实现龙头带动、示范引领，

全力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要提升人民城市建设先行示范

的显示度。把载体阵地打造好，从
思路理念、形式内容、功能资源等方
面进行系统性提升和优化，充分体
现人民城市理念“为民”的核心思
想。把人民城市IP宣传好，加大与
院校、主流媒体的合作力度，不断加
强对人民城市实践成果的全方位、
系统化宣传，持续讲好滨江百年红
色故事、杨浦城市建设故事。

要厚植新质生产力的集聚度。
做深做细规划设计，加快探索土地收
储、开发利用、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新
路径，盘活利用更多空间载体资源支
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滨江
国际数字经济创新秀带，不断推动头
部企业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布局，加
快人才、数据等要素集聚，积极营造
产业生态。坚持大招商、招大商，深化
主题招商、渠道招商、（下转第4版）

本报讯 5月7日下午，杨浦滨江
综合开发管理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三
届会议暨杨浦滨江智慧管理平台发
布会在明华糖仓举行。区委书记薛
侃，区委副书记周嵘，区委常委、副
区长徐建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贾廷纲等共同启动杨
浦滨江智慧管理平台发布装置。

会上，薛侃为新加入决策咨询
委员会的三位专家：上海航天精密
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戴铮，
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颁发聘书。
周嵘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杨浦滨江发
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表
示，杨浦滨江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
首提地，正积极推动“工业锈带”向

“生活秀带”“发展绣带”转变，全力
打造世界级滨水区。热忱期待更多
领军企业、有识之士选择杨浦、扎根
滨江，合力将浦江之畔、杨浦之滨打
造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人民
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下转第4版）

本报讯 杨浦区重点产业链链长
制工作专题推进会近日召开，分别听
取我区关于人工智能和科技金融产
业链、创意设计和绿色低碳产业链工
作推进情况，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
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徐建华，

副区长施方分别参加。
周海鹰指出，当前，杨浦正全方

位提升创新产业竞争力，构建以数字
经济为核心主导的“1+2+3+4”创新
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各单位要落细落
实链长制工作，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
效。要打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品牌，人

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新引
擎，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培育新质
生产力至关重要。要以打造上海数字
化转型示范区为抓手，密切关注在线
新经济产业发展新趋势，聚焦垂类大
模型、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发挥产业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发光发热，努力在全市形成更多
特色亮点，为打响杨“数”浦品牌注入
新动能。要提升科技金融产业链能
级，科技金融既是杨浦科技服务业的
重点赛道，也是赋能其他产业发展的
底座支撑，要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搭
建投融资对接平台，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