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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N Q I A O

走天涯
高明昌

午睡醒来，母亲说，我们出去兜兜哇？
我说嗯。母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母亲
走哪里，我就去哪里，全是儿时的模样，很
幸福。走了多少时间，忘记了，总觉得是七
转八弯，水泥路变成烂泥路，大路变小路。
我看见了庄稼，看见了花草，可母亲还在
前面走， 一点儿没有耄耋年纪的样子。正
想劝阻，母亲说，到了。说完指了指桃林树
下的那条只有一二尺宽的小路。

小路两边全是树，靠右是一条河流，河
流的水在东流，也在打颤，让人感觉到生命
的律动。 路是暗黑的颜色， 路上有三两青
草，颜色青绿相间，偶有嫩黄。母亲告诉我，
这里有蛤蟆草（车前草），我们采点拿回家。
我走了两步，往边上扫一眼，看见了几棵蛤
蟆草。现时的蛤蟆草，像一只湛蓝的大腕，
碗口向上。 蛤蟆草的花序长得像筷子一样

长，它们全然盖住了蛤蟆草的叶片了。
我数了数，花序一共有十二根，一半

的花序有半尺长，它们根根竖立，又一起
靠拢，一起向上，丝毫没有弯曲的意思，
看上去满是自信。它们组合成一个团队，
一起将车前草的叶片压在下面。 我有些
纳闷：难道真与我们的孩子一样，个头必
须超过我们才好？ 我不敢朝这个方面多
想，问母亲，很老的蛤蟆叶，还能泡茶，还
能与红烧肉一起烧，焐肉吃？母亲说，晒
干了，都好喝，都好吃。

蛤蟆草，我是年年采的。几十年前，我
在三官堂中学教书时， 每年的五六月份，
日落校园的西操场， 我就去采点蛤蟆草
的。西操场除了跑道以外，满地都是蛤蟆
草，叶片是瓦蓝的，花序是泛黄的，一篮子
一篮子地采回来。我问妻子，这蛤蟆草，我

们从来没有留过种子，也从来没有落过种
子，哪里来的？妻子说，天涯口飘来的。问
母亲，母亲说风刮过来的。我也曾问过同
事，回答是：是自己长出来的呀！

是自己长出来的， 但总要播撒种子
的呀。

五年前，父亲患了大疾，亲戚建议多
吃蒲公英。面对事实，母亲悲中有喜，我们
家有的是蒲公英，看菜园，所有的蔬菜边
上，都长着面盆般大小的蒲公英，即使在
屋后的檐下，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蒲公英
依然茁壮地生长着。 我们相信蒲公英，就
像相信神仙一样，天天挑着蒲公英，天天
晒着蒲公英，也天天将蒲公英舂成酱汁给
父亲吃。父亲的病得到了很好的延缓。

我和母亲、 妹妹们开始走上了寻找
蒲公英的征途，先是宅前宅后，慢慢向外

拓展；先是半径一里地，两里地，三里地，
我估计最后是五里地、十里地。我们总是
满载而归。 蒲公英就像一棵棵特意留存
的仙草，默默地长着身子，又静静地等着
采摘，让需要的人当作乳汁吃，当作茶叶
泡，当作马兰干焐肉烧了吃。

我们在忙完一天的活儿以后， 想着
一个问题，这么多的蒲公英哪里来的，这
第一棵的蒲公英哪里来的？母亲说，蒲公
英是花传的。大妹举例子说，小外孙到家
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吹蒲公英的花，蒲公
英的花里有蒲公英的种子， 吹到哪里就
在哪里播种，可以吹到天涯口。事实是，
蒲公英开花的时节，只要有微风，蒲公英
就自觉飘飞，轻松落地，与泥土在一起。

听听是对的，想想也是对的，但这蛤
蟆草呢？我们找来一棵蛤蟆草，看见花序
长得端庄、饱满，剥开来一看有果实，轻
微细小，有点分量，飘不起的。照理说是
不可能到处生长的，读生物的外甥说，它
们是靠小动物走东走西传播的。啊，总是
走，总是走天涯，不是自己一个人走，就
是合着一群人一起走。

植物的奇妙
张秀英

一块菜地分两半， 左边是我家
的，右边是堂叔家的，木槿树做了围
栏和分界线。我在围栏上看见了一根
开着花的藤，藤从上而下垂落，粉紫
的花一长串，翠绿的叶排着队。我认
得，是扁豆藤，顺藤寻根，却不见根，
明显不是我母亲种的。

哪来的藤？ 踮脚张望， 我看见
了，隔壁堂叔家的小菜园里，搭了个
小小棚架，架下种着扁豆，一根主藤
衍生出许多次藤，藤生藤，藤连藤，
有几根次藤趴伏在地上， 头朝着围
栏方向举起，我想，它们会不会也翻
过围栏爬到我家来？

我去给堂叔报信， 堂叔说晓得
了，却还是由着藤儿自己爬。藤上结
扁豆了， 堂叔也不来摘， 我摘了送
去，堂叔呵呵一笑双手推回，说：藤
儿长到你家，就是给你们吃的，谁叫
藤儿这么长呢。

我吃了扁豆，念着堂叔的气量，
也念着藤儿的奇妙， 奇妙的藤儿还
有南瓜藤。

我爱吃南瓜，没空余的地种，母
亲就在厨房后壁脚种了两棵南瓜

苗。 我家厨房的屋顶用的是水泥平
顶，母亲拿两根长竹竿，一头搁在苗
前，一头搭在屋檐上，南瓜苗一看就
懂，伸出卷须就抓住了竹竿。一天，
两天，一片叶，两片叶，南瓜藤日夜
长着， 叶子叉叉里纷纷长出卷须与
次藤， 卷须抓住竹竿， 次藤跟着主
藤、顺着竹竿往上攀爬。日复一日，
藤儿爬上了屋顶， 然后趴伏在水泥
板上， 匍匐着四散蔓伸， 不断长新
叶，不断长新藤，直到整个屋顶铺满
了厚厚的藤蔓。

我常在二楼窗口看厨房屋顶 ，
灿灿黄的花、碧碧绿的叶，藤儿在屋
顶上迎风招摇，屋顶不像屋顶，倒像
生产队里的西瓜田。屋顶的高度，似
乎给了南瓜吸收日月光华、 以及雨
水露水的便利，南瓜先是快速膨大，
然后慢慢变黄，最后黄里带红，这是
成熟的象征。这中间，瓜儿一直处在
藤蔓的怀抱里。 我想不通水泥屋顶
坚硬无土， 南瓜藤是怎么吸收的养
料。屋顶的南瓜藤如此神奇，是因为
母亲播了种子育了苗， 而我家竹园
里的脱力草，是自己长出来的。

夏日在竹园里乘凉，看见了一棵
草，到我小腿肚高，一个根长出几根
株杆， 株杆粗细如田里的棉花杆，株
青叶绿，叶儿繁茂。一张叶片有几个
小叶片组成，伸手摸，手上有毛绒感。
什么草？我低下头，面孔凑近草杆草
叶，抽着鼻子闻，鼻子里钻进一丝凉、
一丝腥，还有一丝淡淡的、像枣子的
香气，香气里还夹着苦涩味。这味道
我似曾相识，想起来了，是脱力草，是
药草。那几年我常犯咳嗽毛病，祖母
常寻来脱力草为我煎水喝，那汤药的
气味和眼前的草味一模一样。

我需要药草， 药草就长在自家屋
后，有些玄幻，有些玄妙，可它从何来？
问祖母，祖母摇头，说不是她种的，是
自生自长的。 祖母还说自生自长的草
野性足，药性强，是好东西。

我想起天天来竹园里叽喳的麻

雀，许是鸟儿们飞来飞去觅食时将种
籽衔了来，但竹园也是鸡们的集散基
地， 它们尖尖的嘴巴在地上一点一
啄，天天翻找填肚之物，种籽是难过
鸡嘴啄食这关的。可这棵草籽不仅过
了，还自己发芽自己长株，长成可以
让我随时取用的样子。不知是鸡嘴特
意为我留下了草籽， 还是草通人心、
为我的需要而生。

后来， 竹园里每年长着一大片
脱力草，看到草，心就顺，心顺气也
顺，我的咳嗽也少了许多。

三言二语

外婆家的燕子窝
周 琦

城里呆惯了， 似乎越
来越不爱回乡下。 每逢节
日，母亲“逼迫”我们：这次
你们必须一起回去。 不得
已， 我们才不情不愿地回
到乡下，去看看外公外婆。

可能是因为恋旧吧，
外公外婆一直守着他们的老窝， 不肯来城里
居住。他们总是说，乡下空气好，邻居们都是
几十年的老熟人，串个门说个话也自在；而城
里邻居之间很少来往，门一关，就好像与世隔
绝了一样，一点都不习惯。我大姨是个孝顺的
女人，既然外公外婆不愿意住到城里，只好由
着他们住在乡下。平时，我父母和大姨她们隔
三差五就给老人们买点鱼肉荤腥回去， 放在
冰箱里。而蔬菜，则是外婆自己种的，一年四
季吃也吃不完。

自去年夏天起， 我去乡下的日子多了起
来。今年已经回去过好几次了，有时候，约上表
姐他们一家三口。表姐很不解，我平时喜欢带
着孩子去泡泡公园， 或者和闺蜜一起去逛天
街、做美容，怎么突然喜欢去乡下外婆家了呢？

此事说来话长。去年春天，我去外婆家，
看到客厅的屋睴上，筑了个燕子窝，一窝小燕
子已经出壳了， 叽叽喳喳等着燕子妈妈找虫
子回来喂它们。小燕子还不懂得害怕，即便我
们站在客厅里看着， 它们争先恐后地探出光
溜溜的身子，照样叽叽喳喳叫得很欢快。倒是
燕子妈妈，看到我们“虎视眈眈”盯着它的孩
子们，很是警觉，飞进来喂食的时候，总要盘
旋很久，才停落在燕子窝的边缘，把嘴里的食
物喂到嗷嗷待哺的小燕子嘴里。

我不太喜欢小燕子，它们吃的多，拉的也
多。这不，一会儿功夫，它们拉了很多鸟屎下
来。我外婆在燕子窝的下面垫了一大块纸板，
好让燕子屎落在纸板上，便于打扫。我对外婆
说，每天打扫燕子屎，也是个麻烦事，还不如
等这窝燕子出窝（飞走）了，让外公把燕子窝
铲除掉，那样多干净啊。外婆听我这样说，脸
上有些不悦， 说： 你知道一对老燕子筑这个
窝，一口一口从外面把泥和草带回来，多不容
易啊， 我们怎么可以轻易把它们的家给毁了
呢？这窝小燕子长大了，秋天就会飞走，但两
只老燕子明年还会回来， 因为这儿是它们的
家呢。现在很多人还不如燕子，飞出去，就想
不到回家喽。

听了外婆一席话，我很惭愧。我们人类是
有思想、有智慧的高等生物，在父母身边长大
了，就像鸟儿一样飞出去，买房子、工作、生活，
忙碌又充实，很少再回到乡下老屋。如果祖辈
们还健在， 我们会象征性地在节假日回去一
次，买点食物买身衣服，感觉自己是尽孝了。殊
不知，在祖辈们的心里，在意的不是你买了什
么东西给他们，而是你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

自那天之后， 我们小夫妻俩有事没事就
带着孩子一起回去看望外公外婆，有时候，陪
着外婆在旁边的菜园子里摘摘菜， 看着外婆
幸福的笑容，我心里也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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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

辉 仔

古体诗三首

【夏夜闲题】
晚岸浮华影， 轻舟入画图。
闲愁风自理， 欲醉客来无。

【重五后记】
雨洒端阳后， 风狂草木凄。
青莲珠泪满， 又把楚诗题。

【芒种思故】
雨后城郊草色新， 池荷伴酒养精神。
风来欲问农家事， 遥指云深有故人。

温暖
我的瞬间

南桥镇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周年集会

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演练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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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领导“七一”前夕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代表
本报讯 (周燕萍) 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2 周年暨 “七一” 建
党节到来之际 ， 奉贤区以及南
桥镇领导心系老党员和重病贫

困党员 ， 先后开展慰问活动 ，
一声问候传温情 ， 一句叮咛暖
人心 ， 向老党员表示亲切慰问
并致以崇高敬意 ， 让困难党员
和老党员深切感受到党组织的

关心和爱护。
区委副书记、 代理区长王益

群相继走进南桥镇 “光荣在党
50 年 ” 老党员陈霞仙 、 建国前
入党老党员朱黎家中， 关切询问

老党员们的生活起居、 身体状况
等 ， 感谢老党员们为党和人民
事业作出的无私奉献 。 王益群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弘扬建党精

神 ， 传承榜样力量 ， 把伟大建
党精神转化为锤炼党性修养的

思想自觉 、 攻坚克难的强大动
力 、 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 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建功立业。
各地区 、 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帮
助解决老党员的生活实际困难，
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

们的心坎上。

“七一” 前夕， 南桥镇全体
区管干部分别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和老党员 ， 并为 “光荣在党 50
年” 老党员颁发纪念章， 向他们
传达了党委 、 政府的关怀和温
暖， 并送上节日的问候。 镇党委
书记瞿磊， 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
部长张丹宁， 来到家住正阳一居
的重病老党员夏金楼家中， 亲切
交谈， 了解老党员的身体状况、
医疗开支和家庭情况， 并叮嘱他
一定要注意饮食， 有困难、 有问
题及时向党组织反映， 并送上慰
问品， 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

组织的关怀。
镇党委副书记 、 镇长陈晓

维来到光明村老党员刘婉芳家

中 ， 仔细询问老党员的日常生
活和身体健康情况 ， 并为她颁
发 “光荣在党 50 年 ” 纪念章 ，
向她表示崇高敬意 。 随后来到
了光明村贫困党员张国荣家中，
叮嘱村干部要做好关心关爱老党

员工作， 强化服务保障， 多办实
事、 多解难事。

镇人大主席金春元来到悦晟

居委的施金根以及江海一居的李

梅弟家中， 亲切和他们聊家常，

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家庭

生活情况， 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
活， 保持乐观心态， 再三叮嘱居
委干部要落实好困难党员的帮扶

政策， 多走访、 多关心， 时刻把
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放在心上。

南桥镇其他领导和各村、 居
党组织也分别开展老党员和困难

党员慰问活动。
今年 “七一” 期间， 南桥镇

共向 140 余名 “光荣在党 50 年”
党员颁发纪念章和慰问金， 向 1
名建国前入党的党员以及 240 多
名困难党员发放慰问金。

旗聚南桥 砥砺奋斗 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社区

本报讯 （王 晗/文 陈 祥/
摄） 7 月 1 日下午， 南桥镇开
展 “旗聚南桥 砥砺奋斗 共建
共治共享美好社区” 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集会暨区
域化党建助力 “贤城贤治 ”
活动 。 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 、 区社会工作党委书记黄
军华出席 ， 南桥镇全体区管
干部 ， 区有关部门和华东理
工社会学院 、 上海应技大经
管学院等 38 家区域化党建联
建单位领导参加活动。

镇党委书记瞿磊在致辞中

表示， 南桥镇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砥砺奋斗，努力从伟大建
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积极
抢抓发展机遇， 全力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线， 加快推进重大民
生实事项目， 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事业迈出坚实步伐、 取得重
大进展。近年来，南桥不断扩容
党建“朋友圈”，与 432 家单位
共建联建，在大上海保卫战、经
济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

生事业发展中鮸力同心、 携手
共进。今后，将进一步凝聚“共建
共治共享”思想共识，找准共建
联建切入点与契合点， 画好基
层治理最大“同心圆”，共同提
升“贤城贤治”品牌影响力。

黄军华、 瞿磊、 镇党委副
书记、 镇长陈晓维、 镇人大主
席金春元共同启动党建引领

“贤城贤治·强基工程”。
现场发布南桥镇 2023 年

度区域化党建共建项目， 包括
惠民、 护幼、 乐学、 帮扶、 安
康、 善治、 兴村等七大行动。
南桥镇与区检察院、 司法局、
市场监管局、 房管局、 城管执
法局、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
共管理学院等单位签署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共建联建协议书。
现场还为老党员颁发 “光荣在
党 50 年” 纪念章； 为参与基
层治理的社区兼职委员代表颁

发聘书； 为南桥志愿 “星” 代
表颁发荣誉证书。

原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现任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成

员 ， 奉贤区关工委执行副主
任， 区老干部局 “夕阳红讲师
团” 团长曹平生带领新党员代
表集体宣誓。

新老楼组长及党小组长代

表进行了经验交流。 他们是居
民区党组织联系居民的桥梁和

纽带， 是出谋划策的好帮手，
也是搭建社区自治舞台的重要

角色， 他们的默默奉献让社区
治理更有温度。

为助力 “贤城贤治·强基
工程”， 实现多元力量参与基
层治理， 南桥镇发动 160 多家
商会企业与居民区党组织党建

联建， 开创 “百企联百区” 区
域化党建联盟品牌。

旗聚南桥， 砥砺奋斗， 共
建共治共享美好社区。 南桥镇
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 圆梦新时代， 奋进
向未来， 把南桥这个好地方建
设得更好， 为奋力走好新时代
“奉贤美、 奉贤强” 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助力添彩。

本报讯 （周燕萍） 6 月 16 日
下午,南桥镇开展 2023 年防汛防台
应急抢险演练。 镇党委副书记、 镇
长 （镇防汛防台总指挥） 陈晓维，
镇党委委员黄静， 副镇长 （镇防汛
防台常务副总指挥） 何平出席。 区
应急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受邀指

导， 镇相关部门防汛负责人、 群欣
公司应急分队参加演练。

陈晓维表示， 要始终绷紧防大
汛、 抢大险、 抗大灾这根弦， 消除
麻痹大意、 消极懈怠思想， 强化应
急队伍建设， 充实防汛救灾物资。
要坚决扛起防台防汛这项政治责

任， 从快从严从细梳理薄弱点、 排
查风险点、 解决隐患点， 全力以赴
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要坚持把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提前
预判， 尽早部署， 及时做好群众转
移安置工作， 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和人员伤亡。

本次演练模拟南桥镇遭受强台

风 、 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 ， 按照
“事前预防、 事中调度、 事后抢险”
要求， 选取多个演练区域， 设置管
网预排空 、 行道树加固等多个项
目， 落实应急措施开展实战演练，
取得预期实效。

本报讯 （王 晗） 近年来， 南
桥镇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 城市
环境和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 市民
更有获得感 。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质量项目支撑， 南桥镇 2023 年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速度 ， 推进顺
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奉贤院区项目用地面积 151
亩 ， 目前正在推进病房楼六层 、
群房二层、 地下室二结构施工。 美
谷一号项目总投资 4.6 亿元， 占地
29.9 亩 ， 总建筑面积 6.68 万平方
米， 于 6 月底施工完毕， 正式进入
竣工验收阶段。 上海市奉贤区公共
卫生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 正
在进行室内机电管线安装。 奉贤医
疗产业园占地面积 83.55 亩， 项目
整体预计于 2024 年底完工。

联东 U 谷·上海南桥创新科技
园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 其中一期
总建筑面积 107066.76 平方米， 总
计 4 栋单体建筑。 现场施工有序进
行中， 计划 2023 年 7 月底结构封
顶， 12 月底完成外立面和室内涂
饰施工， 2024 年 2 月开始进行室
外总体施工。

丽南路项目计划分段实施， 本
次先行实施丽南路一期， 即丽南路
段。 目前正在进行设计招标， 计划
2023 年 9 月开工， 预计 2024 年 3
月完工。

“良渚江海生态商务区” 标志
性建筑之一———六墩村聚秀堂综合

服务中心，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基
本完成， 正在进行室外总体工程施
工及绿化施工， 6 月份， 进入竣工
验收阶段。

沈陆村红色展厅 （暂定名 ）
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正
在进行室外总体工程施工以及室内

展陈装修工程施工， 预计 7 月基本
完成所有施工内容。

杨王路幼儿园 （暂定名） 新建
工程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8005.5 平
方米 ， 已于今年 5 月开工 ， 预计
2024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安置基地

“150 安置基地”， 目前项目已施工
到 14 层， 预计 2023 年底结构封顶
并进入外墙装饰阶段。 “贝港 720
城中村” 项目计划 7 月开始净地，
年内完成区域内企业的动迁签约并

完成项目认定和遴选。

蓝图变为“施工图”“实景画”
南桥镇今年重点项目推进速度持续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