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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记忆

“两万户”的小八腊子（二）
■朱建新 文

小小花园里
第二年的春天，我把采集来的

“枝子”种在了自家的那个小花园里，
“两万户”的大多数底楼人家都有一
个这样的小花园，面积最多也就8、9
个平方。

不久，“枝子”就发芽了，到了秋
天，居然还能开花结果。刚结出来的

“枝子”是草绿色的，又过了几个星
期，变成深褐色，那时侯就会呈现出
美丽的玛瑙光泽，跟机场里看到的那
些“枝子”一模一样。

“枝子”成熟了，让我们这些小八
腊子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

在那个小小的花园里，我们曾经
种下过凤仙花、鸡冠花、大丽花、月季
花、牵牛花等各种各样的花草，甚至
还曾有过一棵高大的枇杷树，树梢都
快长到二楼的屋檐那么高了，每年都
结有不少的白沙果（枇杷果的品种），
甜而多汁，一点都不亚于商店里买来
的那些枇杷。甚至小鸟们常常会反
客为主，不请自到，叽叽喳喳地飞来
树上，专心致志地分享着这些树上的
美食。

小小花园里曾经蕴藏多少我们
童年的梦想和欢乐。蜜蜂在花园里
那些盛开的花朵上，嗡嗡嗡地辛勤采
蜜，蝴蝶在此翩翩起舞。你可以静静
地蹲在花园的一角，观看蚂蚁搬家，
也可以去捕捉花园里的那些蚂蚱，然
后拿着它们去喂食蚂蚁和母鸡……

夏日的清晨，蟋蟀在小小花园
里堆放的砖块间尽情地吟唱，翻动
砖块去捕捉它们，是我们那时最乐
此不疲的事。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
绿色的纺织娘，纹丝不动地趴在那
些层层叠叠的牵牛花叶片上，丝瓜
叶上也会常有，头顶两根长长的触
须不停地摆动。

有时我会把捉来的知了剪短翅
膀，这样它们就无法飞走了，让它们
在花园里的冬青树上放声歌唱。也
曾在小小的花园里，挖过一个小小的
方坑，坑里插上一根树杆，再搁上几
根活动的树枝，就成了捕捉麻雀的小
小陷阱，终因捕捉来的麻雀始终不肯
吃食，无法养活，从此就不再去捕捉
它们了。

其实，小小花园里还有许多有趣
的客人和故事：来过呆萌的刺猬、活
泼可爱的小花猫、威猛好斗的螳螂、
美丽的小鸟、神出鬼没的黄鼠狼、会
发光的小虫……它们给我的童年带
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和遐想，至今都让
人念念不忘。

玩“打火石”
四、五年级的时候，小八腊子流

行起玩打火石的游戏。
那时的男生们几乎人手一块，指

甲盖那么大丁点，深灰色的，略带点
金属光泽的打火石。捏住它，往水泥
地上蹭几下，就会溅起无数耀眼的火
星，还挺吸引人。一班有个外号叫

“小麻球”的同学，就数他所持有的打
火石最为弹眼落睛，有鸡蛋般大，随

便往水泥地上一扔，都能擦出一条火
星四溅的耀眼火龙，让围观的人啧啧
称奇。

架不住邻居家小孩的叨咕，在一
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小八腊子长途跋
涉，来到了民星路一带的铁路边。那
时，这里还是大片的农田，铁路南面
有一大块荒地，不时会有重型卡车拉
着一车车的工业垃圾倾倒在这里。
我们爬上高高的垃圾堆，在上面仔细
地翻找那些能发出耀眼火星的打火
石，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些
脏乎乎的垃圾堆里竟然就找到了让
人着迷的“打火石”。

逮虾
记得那一带的铁路边上还有不

少的水塘，水塘里常有一些大石块。
有一回，我好奇地去翻动这些大

石块，竟然发现石块下面藏有一些半
透明的河虾，大的足有手指般粗，让
人喜出望外。那天捉了不少，拿回家
后外婆给炒了一大碗红烧虾。

记得那时，我还用缝衣服的棉
纱线编织了一只不大的手抄网。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网，也没经
验，不知道棉纱线还会缩水。结果
做好后一下水，网兜的下面竟然缩
得仅能塞下一只手，这样的网岂能
去捕捞鱼？

外婆看了只是一个劲地笑，说：
“这网怎么能捕鱼，还不如让我带到
乡下去，捞捞小虾倒还可以。”对啊，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外婆的一席话
让我开了窍，这网有了用武之地。

两位“大建”喜相逢

行走杨浦

■周建新 文

两位“大建”，都是行业翘楚，
在不同领域成绩斐然，各领风骚。
一位叫朱大建，另一位叫诸大建。

一 个 秋 高 气 爽 的 午 后 ，两 位
“ 大 建 ”首 次 相 遇 在 杨 浦“228 街
坊”举办的“人民城市大家谈”论坛
上。两位老师一见如故，有种相见
恨晚的感觉。巧的是，两人不仅同
名，姓氏读音也一致，而且还同龄，
都是 1953 年生人，一位生于 10 月，
一 位 生 于 11 月 。 上 世 纪 的 1953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起始阶段，全国人民投
身 到 社 会 主 义 大 建 设 的 热 潮 之
中。两位父亲不约而同地给自己
的新生儿取名“大建”，希望儿子在
建设年代大有作为，这个名字具有
时代烙印。

两位“大建”还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与杨浦有着较深的渊源。
朱大建早年就读复旦大学，在五角
场生活了四年，对当年破旧、落后
却有浓郁烟火气息的面貌记忆犹
新；而诸大建长期在同济大学工
作，居住过四平路上的同济新村，
直到现在还住在黄兴路附近的一
个生活小区。

这一回，尽管两人还是第一次
握手，但他们之间可谓互相敬慕，
惺惺相惜，早就一直在关注着对
方。朱大建老师长期担任新民晚
报副总编，主管夜光杯等副刊，诸
大建老师则是夜光杯的作者，凡
是他的作品，朱大建老师往往会
重点阅读；而朱大建老师的文章
一旦见报，诸大建老师的学生常
常会对他说：“老师，您又发表文
章了”。因此，两人戏谑因同名而
相互“沾光”。

我对朱大建老师比较了解和
熟悉，我们相识于几年前一次文学
交流活动。他性格温和，谦逊低
调，真诚待人，像一位兄长般，善解
人意，乐于助人。他工作认真、踏
实，不苟言笑，但也不失幽默与风
趣。在作家圈内，他被公认为“五
好”（好同志，好编辑，好主编，好
作家，好领导）。他不仅是我加入
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还
为我的新书《五角场的五只角》作
序。他让我有幸加入作协组织后
结识了许多作家老师，给予了更多
学习成长机会；他用导读式和夹叙
夹议的手法撰写的鼎力之作，为我
的这本散文集增光添色，让更多的
读者了解并喜爱阅读这本书。

诸大建老师的大名也是如雷
贯耳。前几年我在某公众号看到
转发他的学术笔记《杨树浦的百年
市政与工业》，将杨浦区的百年市
政与百年工业讲解得脉络清晰，十
分透彻，令人惊叹，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今年 4 月他出席“名人走
进杨浦”活动，向媒体表述亲身见
证的杨浦蝶变，还首次提出了“以
一条黄兴路，来见证上海城市发展
四个时代”的独特见解。记得就在
那一日，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后台发
现，增加了一名叫“诸大建”的粉
丝，我的公众号都是发布自己创作
的关于五角场的文章，就因为这引
起了大名家的注意。那个午后，我
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我不仅告诉他
常读他的笔记，还问到关注公众号
这一细节，诸老师连忙打开手机查
看，果不其然。这不得不说，我与
诸 大 建 老 师 之 间 的 缘 分 早 已 开
始。我也早就听说过，诸大建是学
生们十分爱戴和喜欢的老师。这
次相会，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气

质儒雅，待人温和，思维敏捷，语言
简洁且逻辑性强。

两位“大建”都生在上海，长在
上海，同为 69 届中学毕业生。1970
年两人都响应国家号召，先后去农
村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朱大建
老师去江西插队八年，恢复高考第
一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分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而诸大建
老师从上海中学毕业后，回到了籍
贯所在地浙江余姚，成了一名回乡
知青，后来经历招工、读书、任教，
一 路 辗 转 青 海 、长 沙 等 地 ，直 到
1986 年研究生毕业才回上海，在同
济大学任教。

朱大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
间，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宣
传报道了不少先进典型，成为宣传
部的“笔杆子”。其中，他创作的报
告文学《鲲鹏展翅》获得中国作家
协会 1990~1991 年度全国优秀报告
文学奖。他三十五岁就担任处长，
四十二岁被调到《新民晚报》担任
副总编，是当时新闻系统最年轻的
局级领导。他分管副刊，倡导优良
作风传承，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学
习，带头撰写时评、杂文，在同一个
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八年。如今他虽
已退休，但退而不休，担任市老记
者协会会长，并在市作家协会担任
散文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同时还
挑起了《上海纪实》主编的重任。

退休了还兼任那么多职位，繁
重的社会活动和案头工作占据了
他相当多的时间，但他从不放松自
己的文学创作。近年来佳作频出，
散文集、杂文集、长篇报告文学，尤
其是去年，上海书展期间重磅推出
长篇非虚构作品《海菜花开》，他多
次不辞辛劳奔赴云南，采写水生态
环境学者孔海南为抢救受到污染
严重影响的海菜花，改善洱海生态
环境的故事，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和强烈反响。

诸大建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
文理兼修，成绩斐然，十多年的苦

读钻研终于修成正果，成为城市管
理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作为同济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既做学问
又育人材，如今桃李满天下。作为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
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专家，他还
是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
以自身经历和研究思考，用非虚构
的手法撰写的《一个人的上海史
——我看上海城市空间变迁》一书，
充分展现了博学与睿智。这部书值
得我们好好阅读，细细研究与品
味。还有，他前两年撰写出版的

《从青椒到思想者》与《我是可持续
发展的教授》两部著作，是一位学
者对事业、学问、生活的深入剖析
和思考，不妨与前者结合起来一起
阅读。

在“人民城市大家谈”嘉宾论坛
上，两位老师畅所欲言，从当年在
城郊建设“两万户”到困难时期市
民日常生活的改善，从工人新村蝶
变成如今的“五宜社区”，从可持续
发展的城市空间规划到“人民城
市”理念提出五周年的建设成果，
两人一文一理，自然而然地将形象
思维与理性思考融于一体。

十分荣幸的是，我与刘翔、赵
勇作为杨浦作家“锵锵三人行”组
合的三位成员，与两位大家一起参
与了论坛畅谈。活动圆满结束后，
我邀请两位大建老师来到我在五
角场的白鹭书屋，我们相谈甚欢，
一边喝茶一边畅聊五角场的历史
变迁。我们为两位“大建”合影留
念，留住这欣喜相逢的美好瞬间。

相逢是首歌。今日相会，仅仅
是开始，两位老师表示要加强学习
交流，共同把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记录下来，成为
属于我们上海的宝贵财富。

诗抒胸臆

天香树下久徘徊，
香细风轻溶露开。
一缕沾襟秋思起，
并迎门外待君来。

题学堂前桂枝

■冯如

吴山青 进博会

人潮涌，歌潮涌，进
博花开乐融融，挥手争
相拥。 念无穷，思无
穷，进博旗扬笑无穷，光
耀中国红。

相见欢 鲁迅故里

百花园里乐游，惊
花稠。三味书屋生愁，
吟春秋。旧羊毫，似匕
首，斥群丑。甘为百姓
俯首，孺子牛。

鹊桥仙 滨江

朗朗秀月，翩翩银
练，惊艳天上人间。举
目灯火阑珊处，高耸天、
一览无边。 江边凉风，
江中画船，煮酒今夜不
眠。琼阁何时飞琴弦？
催泪时、醉歌万千。

致友人

■王养浩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

2024.11.19 星期二｜责任编辑：顾金华 视觉编辑：邱丽娜
第8版

五角场·文苑

Y A N G P U T I M E S
沪内部资料准印证（B）第0189号 每周逢二、四出版 新闻热线：65653113 数字报网址：yptimes.shyp.gov.cn E-mail：ypt@yptimes.cn

本期8版

第85期（总第2856期）

11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

2024年

切实扛起杨浦人民城市建设新的使命任务

《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杨浦卷）》首发

杨浦金山联合发布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产业协同资源互补，上海低空经济产业推介暨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4 日上午，2024 年
杨浦区行政复议案件听证、旁听、讲
评“三合一”活动举行。区委副书记、
区长周海鹰出席并讲话，区领导祁克
萍主持。

周海鹰代表区政府向行政复议
一线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开展“三合一”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法治政府建
设永远在路上，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还要持续发力。要把握政治性，始

终把法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增
强法治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抓
行政决策、执法、复议、应诉等重点工
作，确保政府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
运行，为推动杨浦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人民性，积
极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把为民便
民作为深化行政复议改革、做好各项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倾听诉
求、化解纠纷、排忧解难时做到更知
心、更贴心、更暖心，切实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要强化规范性，坚持以案促
改、以案提质、以案增效，严格遵守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则约束，坚决
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的主体责任，
深化包容审慎监管举措，优化执法和
办事流程，促进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相统一。要注重协同性，牢
固树立“整体政府”理念，既各司其
职，又协同配合，落实落细法治政府
建设任务，推动复杂案件协同办理、
疑难问题联动解决，促进法治杨浦建

设水平整体提升。要提升专业性，加
强办案质量评估，选优配强工作队
伍，建强行政复议委员会等专家机
构，切实把好个案事实认定关、类案
法律适用关、疑难案件处理效果关，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
听证直播，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局）通
报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情况。

■记者 宋玥

区政协点评优秀提案
本报讯 以“人民城市 履职促

发展”为主题的杨浦区政协优秀提
案点评会，近日在“人民城市最佳实
践地”杨浦滨江政协委员工作站举
行。区政协委员，提案者、提案承办
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齐聚于此，分
享提案提办落实过程中的切身体
会，商讨进一步提高提案“含金量”、
深化提办双方沟通交流的有效举
措。区政协主席邰荀，副主席顾登
妹、明依出席。

邰荀指出，提案工作是政协履
行职能的重要方式，是委员们参政
议政、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新形
势下，要继续坚持质量导向，推动提
案工作再上新台阶。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大局意识。始终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把提案工作放到人民城
市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确保
提案方向与党委政府工作同频共
振、同向而行。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调查研究。紧扣人民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确保提
案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提案水
平。严把提案质量关，注重提案的
针对性、可行性和实效性，努力提出
有见地、有分量、有价值的提案，为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有力的支撑。加
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加强
与区政府督查室及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建立健全提案办理协商机制，
推动提案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会上表彰了《关于立足“三个聚
焦”推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等 25 件 2022-2024 年优秀提
案。刘军梅、吴亮、魏雪飞先后代表
获奖单位和个人，分享写好提案的
经验与体会。相关委员、提案承办
单位和居民代表结合自身感受，就
获奖提案的提办过程和落实反馈成
效进行了点评。

活动现场同时举办了“人民城
市 履职促发展”提案成果展首展，
通过具体案例全面展现广大政协
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区
政协各界别、各专门委员会、各街
道政协委员工作站运用提案这一
履职方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助力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实
践。据悉，提案成果展将持续至
2025 年 1 月中旬，除此次首展外，
后续还将在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
开展联展，让“有事好商量、众人的
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文化进一
步深入人心。

据悉，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以来，三年里，全体区政协委员和
区政协各参加单位立足人民城市
建设的多角度、全方位，围绕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通过认真调研、细致分析，经审查
立案提案共 471 件。提案经立案
交办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各
承办单位认真办理，大多数提案建
议得到了采纳，为进一步壮大人民
城市发展动力、激发人民城市治理
活力、彰显人民城市宜居魅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 ■郑谐

把为民便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杨浦区举行2024年行政复议案件听证、旁听、讲评“三合一”活动

作为全国首本从档案角度讲述人民城市建设专题的图书，此次出版的《人
民的城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杨浦卷）》是该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

■记者 王子亮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本报讯 区委常委会近日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空降兵军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区委书记薛侃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

要讲话，对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在新征程上推动改革
行稳致远、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
地见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
化思想认识，勇担改革使命。深刻理
解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特别是要把总
书记重要讲话与总书记给“老杨树宣
讲汇”全体同志的重要回信结合起来
一体学习领会，切实扛起总书记赋予
杨浦人民城市建设新的使命任务，用

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以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为人民城市建设发展解难
题、破瓶颈、增活力，以全方位大力度
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为人
民城市崭新实践试制度、测压力、探
新路。要把握科学方法，抓好改革落
实。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指
出的科学方法，准确把握改革的主攻
方向、优先顺序、推进方式，坚持改革
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相结合，
坚持改革和开放相协同，坚持部署和

落实相贯通，不断增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
性、创造性，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取得实效。要强
化责任担当，开辟改革新局。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要带头强化自我革命精神，以迎难
而上的决心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奔
着现实问题去、盯着突出问题改，奋
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要带头砥
砺能力本领，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由上海市档案局（馆）、
杨浦区档案局（馆）联合编纂出版的

《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
（杨浦卷）》新书发布会，近日在上海
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举行，书中部分
档案照片系首次公布。

区委书记薛侃，市档案局局长、
市档案馆馆长徐未晚，市档案局副局
长、市档案馆副馆长、一级巡视员蔡
纪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方，中
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刘佩英参加发布会。活动
现场，薛侃、徐未晚为新书揭幕，并向
杨浦区委组织部、区委党史研究室
（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代表赠书。

人民之城，日新月异。作为全国
首本从档案角度讲述人民城市建设
专题的图书，此次出版的《人民的城
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杨浦卷）》

是该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全书以
200余件档案史料和8万余字，记录、
呈现上海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践成果，
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共有《萌发》《烽火》《新生》《蝶变——
利民惠民的滨水岸线》《蝶变——

“活”在滨江的百年工业遗产》《蝶变
——活力四射的“四宜”滨水江畔》

《奋进和展望》7个章节。
杨浦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

篮、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我国第一
家自来水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
家机器棉纺织厂等无数个“第一”
在此诞生；百年后，这里保护与创
新“双管齐下”，一条江水串联起这
座城区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
带”的蝶变之路……该书以行政区
划为单元，以历史演进为脉络，聚
焦杨浦滨江，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近日，在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政立院区举行的上海低空经济
产业推介暨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杨浦
区、金山区联合发布10个低空经济应
用场景，并签署《共同促进上海低空
经济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发
挥第七届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打响

“投资上海”品牌。
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

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中心主任敖

万忠，杨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尼
冰，金山区副区长罗明陨，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出席活动。

周海鹰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杨浦
是上海打造未来空间产业集群的7个
试点区域之一,正积极响应国家和上
海市战略部署，因地制宜推动低空经
济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和产业集聚。
希望与复旦大学、金山区进一步加强
联动，与专家学者、行业精英携手共

进，发挥区校企各方的资源禀赋优
势，共建低空经济“创新联合体”，围
绕低空经济技术创新、场景应用、人
才培育、数字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交
流探讨，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打造开
放融合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新高地。

敖万忠表示，我国低空经济规模
上快速发展、应用场景上加速拓展、
科技创新战略牵引发展，展现了强劲
的发展潜力。面向未来，要向着三个

重点发力：一是在消费大众化上发
力，加快航空消费场景的普及，带动
消费群体规模化增长。二是在建设
管理上发力，谋划好机制标准等软实
力环境，部署好地面和空中新型基础
设施。三是在人才培养上发力，在重
视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重视
服务保障型人才培育，以人才为突破
口，提升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