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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失的吴家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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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甬沪 文

周家嘴路大连路东北转角上，曾
有条吴家浜路，如今已在地图上消
失。旧日同窗告诉时，我不信，特意
故地重游，果然遍寻不着。

然而吴家浜路小学却依然在那
里，只是路牌改作“大连路854弄”。

幼时曾“出入”过“854 弄”。父
亲原在江南造船厂研究动力技术，是
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获八级钳工证书
者之一。后来吴家浜路上那家不挂
牌的军工厂要研究军用动力机械，便
把父亲调了去。我们一家也就搬到
了工厂后面的一排老房子里，房门正
对着如今的854弄。

那时的吴家浜路，是一条工厂、
学校与居民混杂的小路。从大连路
进来，先是一家小店，老板娘十分精
明；接着是一家铸铁翻砂厂，整日里
轰隆作响，黑烟从铁皮屋顶的缝隙里
钻出来；然后依次是军工厂、吴家浜
路小学、红砂碾压加工厂、理发店、木
器小厂、永久自行车厂，林林总总不
下十家。

“阿哥，快点！要迟到啦！”我常
被隔壁的小萍或小芬这样催促着奔
向学校。吴家浜路小学是我的启蒙
之地，校舍不大，操场更是小得可怜，
但却是我们的乐园。放学后我们像
一群小兽，在吴家浜路上觅食、嬉戏、
探险。

木器厂门口常有丢弃的小圆木
片，我们用刀片在中间钻个洞，插进
木棒，便成了会转的陀螺。“看我的！”
小强总是第一个展示他的作品，陀螺
在地上旋转，扬起细细的尘土。

自行车厂的废料堆更是宝库。
我们捡了钢丝，弯成弹弓架子，再绑
上橡皮筋，便成了武器。有胆子大的
孩子，如大块头的阿强，会溜进厂区

捡更长的钢丝。“喂，小鬼！干什么
的！”工人一吼，我们便作鸟兽散，但
马上又会折回来。小萍等女同学则
会把钢丝当做绒线针，为洋娃娃织件
小背心。

最诱人的是铜块。不知是哪个
孩子最先发现的，厂区偶尔会有铜块
丢弃，捡了去跟卖糯米糖的小贩交
换，能得好大一块糖。“给我舔一口
吧。”瘦小的阿福总是这样哀求，眼睛
里闪着渴望的光。最后我们一人一
小块，那甜味，至今仍觉齿颊生香。

玩得最多的是“躲猫猫”和“捉强
盗”。路边的大木箱是我们的最佳藏
身处。箱子上有缝隙，可以窥见外面
的动静。“我看见你了！出来吧！”寻
找的人故意大声喊叫，躲在箱子里的
人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有时我
们会在箱子侧面掏个小洞，完全藏身
其中，仿佛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
方，任凭外面天翻地覆也不出来。

父亲很少提及厂里的事，那家军
工厂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蹲伏在吴家
浜路上，我们住在它的影子下，却对
它一无所知。后来，父亲又一次调
离，我们也搬离了吴家浜路。

如今吴家浜路消失了，仿佛被橡
皮擦从地图上抹去。记忆里的那些
工厂也早已搬迁或关闭。只有小学
还在，固执地守在原处，见证着这条
路的变迁。

我偶尔会想，曾经在吴家浜路
上奔跑、嬉戏的伙伴们，如今散落在
何处？他们可还记得那些木片做的
陀螺、钢丝弯的弹弓、用铜块换来的
糯米糖？可还记得铸铁厂门口的大
木箱？

童年的无忧无虑，原是最奢侈
的财富。路会消失，记忆却不会。
吴家浜路还蜿蜒在我的记忆里，鲜
活如初。

■朱明坤 文

铁皮青蛙背上的发条早已锈蚀，
但指尖残留的金属触感依旧清晰。

那年，我蹲在百货商店前，看售
货员用钥匙转动三圈半，青蛙突然
抽搐般跃起，撞歪了玻璃罐里的水
果糖。当时，父亲用拇指抹去青蛙
肚皮上的灰，说这铁家伙能蹦跶三
十年。

三十年后的傍晚，儿子正在拆他
的第七个盲盒。塑封膜撕裂时的脆
响，像极了当年我撕开铁皮青蛙包装
纸的声音。他对着编程机器人念出
说明书上的启动咒语，荧光绿的眼睛
霎时亮起，机械臂划出教科书般的精
准弧度。

父亲曾用砂纸打磨木剑的毛刺，
木屑在夕阳里翻飞如金箔。我举着
未上漆的剑柄冲向院子，剑锋掠过老
槐树时，树皮裂开的伤口渗出琥珀色

汁液。
而今儿子把3D打印的恐龙骨架

举到阳光下，光洁的树脂骨骼泛着冷
白，每个榫卯都严丝合缝得令人赞
叹。他抱怨霸王龙第三根肋骨有误
差，我想起木剑上永远刮不净的木
刺，那些扎进掌心的细碎疼痛。

铁皮青蛙的弹簧早已松垮，却
仍在每个除夕夜被取出表演。它歪
斜着蹦过瓷砖地板，撞倒遥控车的
模样，像极了跳错舞步的笨拙演
员。儿子给机器人输入最新程序，
它开始用合成音背诵圆周率，金属
关节在背到第50位时发出得意的嗡
鸣。我们父子相对而坐，中间隔着划
出银色刮痕的铁皮青蛙。

旧物箱底躺着母亲手缝的布老
虎，棉花从脱线的耳朵里探头探脑。
它的玻璃眼珠是用纽扣改的，这使它
永远保持着惊讶的表情。儿子的电
子宠物在“休眠舱”里呼吸，七彩LED

灯每隔三秒明灭一次，模拟着生命体
征。布老虎的胡须被时光漂白，那些
装在亚克力盒里的数码生命，通过数
据线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更新。

雨夜，修理铁皮青蛙时，螺丝刀
在绿漆剥落处停顿。这里原本刻着
极小的“1987 春”，是钢戳留下的暗
记。儿子扫描机器人二维码，跳转的
页面显示着生产批次、质检员编号和
回收指南。我们同时触摸着不同时
代的印记，他的指尖在液晶屏上拉出
光带，我的指甲缝里嵌着三十年前的
铁锈。

儿童节那天，儿子把机器人改
装成存钱罐。当硬币坠入合金胸腔
的刹那，我又听见儿时储蓄罐里硬
币碰撞的闷响。那个手绘着歪扭向
日葵的陶罐，最终在搬家时摔成八
瓣，滚出的硬币沾着陈年糖纸。而
现在，机器人每吞下十枚硬币就会
跳段机械舞，电子屏上的笑脸表情
包不断更迭。

暮色漫进书房，那些藏在毛刺里
的呼吸、裹着铁锈的心跳，仍在旧物
褶皱中轻轻震颤，童真从未被包装，
只是我们习惯了丈量。

■周彭庚 文

稍有空闲，就自制书签，重温少
年时的乐趣。

读小学第一天，班主任赵老师送
给我一枚书签，上面印着一句话：读
书吧，书会让你越来越聪明。

虽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我深信不
疑，由此爱上了读书，也爱上了书
签。没多长时间，就积攒了一大摞。

有些是自己买的。书签很便宜，
新华书店、文具百货店都有售卖。贵
的，2分钱1枚，烫金鎏银，纸张挺括，
有图有文，色彩艳丽，让人爱不释
手。也有1分钱1枚，甚至2分钱3枚
的。大多时候我只是隔着玻璃橱窗
看看，很少买。

有些是别人送的。当时颇为流
行送书签，钱不多，又显“雅”跟潮流，
同学、朋友间常互相赠送。记得我准
大姐夫初次上门，给我的礼物是一支
钢笔一盒书签。钢笔和书签，都是我

喜欢的，一下子“鱼与熊掌”兼得，自
然十分高兴。尤其是书签，共12张，
上半部分印的是雷锋头像，下半部分
印的是雷锋的话：“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去”“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
不做湖岸河旁之柳”等。

漂亮又有意义的书签，让我在同
学面前风光了好一阵子。

而自己动手，制作书签，更是充
满乐趣的事。

买的书签都是长条形的，虽然内
容丰富，图文并茂，精美精致，但总感
到形状单调。自己动手做的，可活泼
多样。自己制作，很简单。自制书签
的材料来源是各式各样的包装盒。
看到自己喜欢的图案，依形剪下来，
戳一个小洞，穿一根丝带，就成了“异
形”书签。稍难一点的是自己画图和

“题字”。这往往是送给关系比较密
切的好朋友的，不必顾虑图画得漂不

漂亮，字写得好不好，反正是“丑媳妇
嫁到邻居家——见怪也不会怪”，只
是随时随地，兴致所到，信笔涂鸦，随
心所欲就成了。而每出“作品”，总会
陶醉一阵子，比依形剪成的书签要过
瘾多了。

书签做多了，许多奇思妙想也
就跟来了。我曾摘了冬青树的叶
子，刮去厚厚的角质层，留下网络状
的经脉作书签，很细巧精致，可谓别
具一格，但成功率极低，稍不留意，
就撕坏了。

完整的书签，必须配“丝带”。
我曾用毛线代替，但不理想。粗粗
的毛线，跟纤薄的书签纸板不相配，
而且不容易“打结”。办法总比困难
多。当时流行“送锦旗”，而且总是

“推陈出新”，那些淘汰下来的锦旗
上镶配的流苏，就成了我取之不尽
的丝带源泉。而且同学之间资源共
享，我就曾用一把丝带换来两枚心
仪已久的书签。

现在电子书逐步替代纸质书，书
签也随之式微。但我仍时不时做几
枚，做书签时，总感到心静了，气平
了，想起以往勤攀书山、苦涉学海的
情景。

■李德生 文

夏日浅浅，枣花溢香时，总会想
起老家院里那棵红枣树。

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是家族
留存下的一件老古董。我刚有记忆
时，它就挺立在老北屋的墙根下窗户
旁。这棵枣树何时栽种的谁也说不
清楚。老娘说，这棵枣树是野生的，
愈上百年的树龄，慢慢长成了一棵老
枣树。

老枣树的树干经过岁月的磨蚀
和风雨的洗礼，表面老皮斑驳，沟沟
壑壑，用手一抠，粗糙的老皮就能抠
下来。儿时我还手抓脚蹬，爬到树上
去，而后再攀到屋顶上乘凉。

春风吹拂，别的树木大都开始抽
芽吐绿，花枝招展引人眼目，老枣树
却不慌不忙，硬挺着带刺的枝丫，傲
视东风，不与它树争春。待大地绿意
盎然，夏色到来时，才慢慢冒出闪着
亮绿的尖芽。嫩芽渐渐展开、逐渐变
长，长成对映的一串串绿叶。叶丫间
又长出米粒大小的绿色花蕾。

花开时节，枣树叶子已长得亭亭
如盖。嫩绿的叶片经微风一吹，摇曳
出千姿风韵。树叶间绽开朵朵黄绿
的小花，我家小院便弥满了清馨的花
香。真乃，浅夏轻风拂，风动枣花香。

枣花是一种奇特的花。早夏时
节，小小的五瓣黄绿花朵密生在青色
柔韧的枝条上，小而密集，好似黄绿
色的花萼，花蕊不显山露水，往往使
人忽略，但它确实就是花。宋朝王曙
诗曰:“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

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
空枝。”

枣花绽开，有一种生生不息之
感，细小的碧绿黄嫩掩映在郁翠中，
在风中摇曳，嗡嗡的小蜜蜂穿梭其
间，为这小院增添了生机。几只白
蝶，也嗅到了枣花的香馨，在绿意盎
然的树枝间翩翩起舞，与蓝天白云和
我家的土坯灰墙相映成趣。黄昏将
至时，夕辉映照宅院，农家院景清静
恬淡。

但是等到枣树枝头挂满累累果
实时，就会有强烈的反差感，这就是
那细小到被人忽略的枣花结出的果
实吗？汉乐府《古咄唶歌》赞曰:“枣
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
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
仰视之。”

于这棵老枣树，记忆最深的还是
小时侯爬树上屋摘红枣吃的模样。
俗话说，七月十五半红枣，八月十五
晒蔫饱。初秋时节，枣子红了，放学
回家后，我就会爬树上房，瞅准红的
枣子，一个个摘下来，把衣兜装满后，
才顺树杆溜下来。老娘在树下不停
说叨，“小心点，小心点，摘点快下
来。”想来，这情景还历历在目。

又到枣花飘香时，抹不去的记忆
萦绕心头，填词《江城子·红枣树》：

梦中常萦老宅房。院墙旁，枣花
香。炊烟缕缕，袅袅绕悬梁。秋来浅
爱朱实红。笑语扬，满庭芳。

醒来清辉映楼窗。岁月匆，念高
堂。数载光阴，已愈古稀鬓发苍。恍
觉如今只形影，乡愁缠，牵情肠。

岁月悠悠

又到枣花飘香时

意犹未尽

儿童节礼物进化论

生活故事

自制书签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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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
本报讯 6月6日下午，区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以读书班的形式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集中学习中央纪委关于湖北、安徽2
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问题的通报和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
摘编》。

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站位，深刻
认识到“四风”问题的危害性、严肃
性。“四风”问题既是思想问题、作风问

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始终坚
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
矩、硬杠杠，扎实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督促党员干部
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推
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
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打好纠治“四
风”攻坚战持久战。强化以案示警，深
刻认识“四风”问题的严重危害，自觉
同“小事小节论”等错误思想作斗争。

将“四小”风气和“五种”症状纳入监督
和巡察重点予以大力纠治，引导党员
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切实养成一
身正气、做到两袖清风，营造更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强化系统思维，
一体推进纠治“四风”和惩治腐败。持
续巩固“净风行动”成果，坚决清除系
统性腐败风险隐患。加强体制机制建
设，贯通推进整饬作风和惩治腐败，持
续落实“七必查”“两严查”，不断完善

“四风”问题及时发现机制，从源头上
把牢风腐同查方向、划定风腐同查标
准、共享风腐同查资源，不断放大正风
肃纪反腐综合效应。

区委常委徐建华、孙金邦、施方通
读领学《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区委副书记周
嵘、区委常委秦丽萍交流学习体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郑潇萌

本报讯 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
2025 发布会近日在杨浦举行。香港
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常务副校长潘
伟贤，协理副校长陈新安，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市人才工作局局长潘晓
岗，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出席。

现场，卢煜明、潘伟贤、陈新安、
潘晓岗一同启动上海市人才工作局
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项
目。该项目将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
学、人工智能、数学、物理、化学及生
物学等前沿领域，支援博士后研究人
员在港中大开展科研工作，助力其在
科研道路上取得突破性成果。

发布会还举行了港中大创博港上
海基地（InnoPort@Shanghai）6家初创
企业入驻仪式。这些企业的加入展现
了港中大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方面的积极作为。连同

2023年首批落地的5个科研转化项目，
目前已有11个项目进驻基地，为沪港
两地的创新群体提供交流与协作的平
台，凝聚并拓展两地的创新创业力量。

卢煜明表示，沪港两地的合作历
史悠久、成果丰硕。香港中文大学早
在上世纪90年代，已开始与上海的高
校及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在研究和教
育多个层面建立合作关系，拥有深厚
的合作渊源并持续保持紧密联系。
近年来，上海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企业活力、市场潜力和人才资源
日益集聚，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
产业转型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为区校携手合作创造了更广阔的
空间。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作为
大学在上海的联络枢纽，积极发挥创
新高地的作用，期望上海中心能继续
发挥港中大的自身优势，进一步推动

两地的科研合作，促进校地高新技术
成果孵化、转化方面的合作共赢。

潘晓岗表示，今年是中国博士后
制度实施40周年，博士后制度已经成
为培养高层次青年创新人才的重要制
度。香港中文大学在医学、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等领域走在全球前列，在
0-1基础研究方面积累了众多最新成
果。上海有健全的产业配套、丰富的
应用场景，在链接、带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前景。未来，希
望两地借助优势互补的创新生态，在
人才联合培养、技术应用落地实践等
方面探索更大的合作发展空间，持续
推动学术前沿探索与产业技术空间的
深度融合，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周海鹰表示，从香江之滨到浦江
之畔，一直以来，杨浦与香港中文大

学情谊深厚、往来密切。当前，杨浦
正以建设杨“数”浦新质秀带创新区
为抓手，持续深化大学校区、科技园
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学城、产
城、创城“三城融合”，以完善产业和
研发供需两端的链接机制为着力点，
着力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主导的
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此次入驻
的项目与杨浦的未来产业发展高度
契合，杨浦衷心希望与港中大共同携
手，进一步激活教育“源动力”、点燃
科技“新引擎”、筑牢人才“蓄水池”，
更好地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发展，共同演绎沪港合作精彩故事。

会前，区校双方领导就进一步深
化区校合作进行交流，一同参观了港中
大创博港上海基地。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秦丽萍，副区长刘晋元参加。

■记者 封辰霏

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
本报讯 6 月 6 日下午，区委副

书记、区长周海鹰带队深入区内
部分高考考点，实地巡查考场准
备工作。

在位于凤城路 50 号的上海师
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考
点，工作人员已严格按照高考标准
布置完毕，考场指示牌清晰醒目，考
场分布图一目了然。周海鹰一行听
取了高考准备工作介绍，实地检查
了考点周边环境、进场安检通道、考
场布置、视频巡查系统、考务室等情
况。周海鹰表示，今年高考恰逢连
续阴雨天气，对于考试的组织保障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考点要提
前做足应急预案，配齐配强防雨防
滑物资，做好校园积水的清理工作，
保障考生顺利入场、从容应考。

周海鹰强调，高考是关乎千家
万户的大事，相关部门和考点要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齐心协力、
全力以赴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
要筑牢安全底线，不容丝毫懈怠。
各考点要强化人防、物防、技防联
动，严把考试入口关，强化入场安
检，加强周边环境与考场内部设施
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
技术支撑，确保公平公正。各考点
务必要严格执行考务规范，加强试
卷保密流转和考场纪律管理，确保
视频巡查系统正常运行，以科技之
力为考试公平护航。要优化服务保
障，传递杨浦温度。各部门要加强
协同联动，做好交通、医疗、供电等
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公平、温
馨的考试环境，确保杨浦区高考工
作平稳、顺利进行。

副区长王浩，各相关职能部门、
街道负责人参加检查工作。■宋玥

按下绿色发展“加速键”
本报讯 6 月 5 日，2025 上海国

际碳中和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拉开帷幕。在双碳科技与循环
经济协同创新活动上，杨浦区发布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
（2025-2030 年）》，该方案为杨浦区
未来五年绿色低碳转型绘制了清晰
的路线图，明确将通过构建特色政
策体系、推进重点领域转型，全力打
造人民城市绿色发展最佳实践地。

本次活动以“杨浦新算法，科技
再循环”为主题，现场，杨浦区投资
促进办公室与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
（商会）联合会签约，吸引绿色低碳
企业落户；杨浦与福建三明市沙县
区达成双碳合作，实现跨区域协
同。此外，“杨浦绿色低碳产业创新
培育平台”成立，推动技术与产业融
合。“绿色技术专利池”“绿色技术快
检评估产品”等成果发布，远景科技
集团发布碳足迹 AI 管理平台，《循
环利用产品降碳评定与标识应用要
求》填补国内标准空白。

活动中，第三届中国企业碳中
和表现榜揭晓，杨浦企业复洁科技
和万物新生荣获绿色创新表现奖。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绿色低
碳产业链链长李颖介绍，当前杨浦
已经按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加速
键，2030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将达
到500亿元左右。“希望以此次活动
为开端，碰撞出更多创新火花、凝结
出更多应用硕果，合力打造人民城
市最佳实践地。” ■毛信慧

6家企业入驻创博港上海基地
港中大与市人才局联合培养博士后项目启动，与杨浦进一步深化合作

2025杨浦全球推介大会在复兴岛启幕
本报讯 6月9日晚上，2025杨浦

全球推介大会在极具历史底蕴与现代
气息交融的复兴岛启幕，以开放包容
之姿，向全球发出诚挚的“杨浦之约”。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市投资促进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英，杨浦区委
书记薛侃，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周
海鹰，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陈国忠，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何冬
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徐明
前，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屈炜，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
局长向义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
强，复旦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中
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等领导嘉宾共
同启动2025杨浦全球推介大会，见证
杨浦迈向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张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作为深
度链接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近年来
以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一体化为牵
引，全力打造企业引得来、留得住、长
得好的产业生态。杨浦拥有优质的
科教资源和创新环境，是全市推进新
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
聚区，我们将全力支持杨浦创新蝶
变。加强市区联动，做大做强主导产
业。支持杨浦锚定在线经济、创意设
计、都市工业三个千亿级的主导产
业，进一步放大产业链优势、场景优
势、人才优势，加快打造以总部经济、

平台经济、内容经济为核心的产业新
增长极；加强机制创新，拓展招商引
资的新渠道。支持杨浦发挥链主企
业、高校云集的优势，用好产业链、校
友会、朋友圈等招商新模式，依托复
兴岛、长阳秀带、同济环带等产业创

新载体，导入更多央企区域总部、行
业龙头企业、关键平台机构，提升区
域发展的能级；聚焦重点领域，持续
做优企业服务。支持杨浦强化重点
企业服务效能，健全大学科技园与产
业园区的接力孵化机制，更好承接全

市重点产业链的发展。市投促办将
持续加快培育优良的产业生态，加大
科技成果招商的力度，推动杨浦区科
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建设。

“今夜复兴岛的璀璨光影穿越
星空，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