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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色最宜秋日里，， 溪声况在月明中。。 （（摄影：： 陆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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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N Q I A O

像叶， 像鱼虫
甲骨钟鼎、 陶石器皿、 一众残片

携来汉字诞生的信息

我们相见恨晚

从结绳记事、 八卦演绎
到仓颉造字， 史前文明的刻符

汉字起源的脉络

走过 7300 多年漫漫长路
一路嬗变， 每一个字

都负重而来

甲骨文扑朔迷离

金文凝重遒劲

篆隶草楷行因形赋神

各具气象

风采奕奕

点线成字

聚字成句

集句成章。 从此， 文字
有了荷载历史传承文明的意义

有了丰富深邃的内涵

每一条线的律动

都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美

每一个点的跳跃

都与我们的心共振

每一道笔划的游走

都与我们的血脉相连

我看见

在文字的影子里

有多少朝代侧身而过

指认微墨江山

诗言志

屠林明

1963 年， 是我入伍服役的第二年。
那年的 10 月 1 日， 是新中国成立 14 周
年国庆日。我在从军日记中，较为详细
地记下了这个国庆节。

那时，我们五四二团大部分连队在
地处苏皖交界的汪波荡农场搞生产。这
是我们把这个广阔的荒荡围垦后第一

年种上粮食。8 月底到 9 月初的二十来
天， 我们抢在风雨到来之前收割中稻。
虽然由于水位高，田里排水不畅，稻禾
严重倒伏，损失很大，但收成仍然可观。
就我们连来说，280 多亩中稻打了约 13
万斤的稻谷。

为了欢度国庆， 也庆祝中稻丰收，
部队从 9 月 30 日到 10 月 2 日放假 3
天。那时，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
去，部队与全国人民一样，仍然过着艰
苦的生活，粮油定量供给，每人每天一
斤半粮食，每人每月半斤食油。现在看
起来这定量不算低，但要知道，部队都

是年轻人，个个吃得做得，再说天天训练
生产，活动量大，这些粮油根本不够。而
且伙食标准很低，每天仅几毛钱。即使在
日夜抢收的日子里，连队改善伙食，也只
是每天每人增加半斤粮食， 保证一次荤
菜， 那就是每人 1 至 2 两猪肉。 可想而
知，平时一般是难尝荤腥的。但是，这次
国庆节，却是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食欲。

国庆假日第一天的 30 日，中午全连
吃饺子， 每人 8 两面粉及肉馅等分到各
班，大家兴致勃勃地揉面包饺子，借用房
东的锅下饺子，畅开肚子吃了个饱。

10 月 1 日上午，全营集合召开比武
大会， 主要是投弹和队列比武， 你争我
夺，轰轰烈烈，谁也不甘落后。中午，全连
大会餐，伙房烧了 6 个菜，各班都摊了一
桌子，大家光吃菜也吃不完。为了这次大
会餐，伙房买了 140 斤猪肉，80 多斤鱼，
杀了 15 只鹅。那时，为了改善伙食，连里
让九班专门负责放养鹅和鸭子， 鹅鸭各

养了 200 多只。 我也曾去帮他们放养过
两天。那时，这些鹅鸭都长大了，只只都
很肥大，15 只鹅杀了 80 多斤鹅肉。因为
光靠伙房的同志来不及准备这次大会

餐，于是在 30 日那天，我出公差到伙房
帮厨，杀鹅、杀鱼、磨豆腐等忙了一天。

10 月 2 日早上，各班做糯米粉汤圆
吃。9 月 19、20 日， 我连收割了 10 亩的
糯稻。这次大家吃的汤圆，就是用我们自
己种的糯谷加工成糯米粉做的。 这种名
为“年年香”的糯稻，其糯米粉做的汤圆，
吃起来果真又糯又香。 大家享受着自己
的劳动果实，觉得格外有味。

吃完汤圆，趁此难得的假日，我和一
位战友到东葛车站乘上了 9 时的火车，
到滁县去游玩了一天， 兴致勃勃地开了
眼界。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滁县这
个城市不算小，很热闹。”可惜当时我们
不了解滁县的名胜古迹， 没有去观赏醉
翁亭等处。

那年在部队过国庆
走过漫漫长路
而来的汉字

———参观奉贤博物馆感赋

叶兴华

岁月悠悠 情洒龙泉港（二）
徐欣帮

汽车的鸣叫声， 由远而近， 我
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我
们几个己经浑身湿透但依然穿着雨

衣的人， 勿勿忙忙向前赶去， 迎接
子弟兵的到来 。 三卡车解放军战
士， 威武雄壮地向目的地赶来。 他
们整齐划一地站立在露天车箱里，
像在试验田里刚刚插上的秧苗一

样， 前后左右点对着点， 散发着强
烈的青春气息 。 他们虽然穿着雨
衣， 但镶嵌着八一字样的红色帽徽
和红色领章依然烁烁生辉 。 烂泥
路， 既泥泞又滑着， 开过后， 留下
了很深的弯弯曲曲的车轮印子。 最
后一辆车驰进了旁边的稻田里， 驾
驶员不断地踩着油门， 只见它冒着
黑烟， 终久没有爬上来。 车子越陷
越深， 身子向一则慢慢倾去。 陈营
长一声令下， 解放军战士猛虎下山
般地跳下车， 一根根木桩似的插在
田间。

赶到现场的高炮营战士， 迅速
在两千米长的决口地带展开。 按照
预定的方案， 技术人员用颜色粉沫
界定修筑圩堤的东西宽度， 又在不
同的地段插上了木牌 ， 注明了高
程。 战士们挥舞着铁铲， 一块块黄

土压在了刚划定的地线里， 开始筑
起了圩堤的基地 。 铁铲在空中跳
跃 ， 将水一样倒下的雨挡在了外
面， 整的一个作业面己经与天际隔
绝。 防汛指挥部迅速调运来了抢险
物资， 战士们 “加油干哪， 嗨唷，
争上游哪， 哈唷”， 劳动的号子声
一陈阵此伏彼起， 响彻云霄。 不知
是谁开了头， 一会儿工地上响起了
嘹亮的歌声。

风开始收敛， 雨也逐渐停了下
来， 穿破云层的阳光洒向湿漉漉的
大地。 我们和部队的几位首长及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 忙碌地在现场来
回走动， 存细捡查着工程的质量，
指挥着拾遗补缺的战斗。 有几位群
众， 一值紧跟在我们的后面， 从来
没有离开过。 此时， 他们非常垦切
地对部队首长和我们其他的人说，
“为了我们的事， 你们从早上到现
在饭也没有吃过一口， 到我们家去
吧”。 几位群众离去之后， 我用手
搭着凉棚， 看了看从云层里刚钻出
来的太阳 ， 估计己经到了中午时
分。 三百多人的午饭如何解决？ 此
时确实成了大问题。 我们与部队首
长商量后当机立断， 决定派人去南

桥街上采购。 眼看圩堤将要建成 ，
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 过了一个多
小时， 采购的人员回来了， 他们带
上了几筐包子。 部队首长称赞道 ，
“你们真有办法， 包子分着吃 ， 既
方便， 又卫生。” 采购人员用手抹
了抹额上的汗水， 诙谐地笑着说 ，
“我们沿途把街上的包子都收光了，
过路的市民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我
们派什么用场。” 我们几个都哈哈
大笑起来， 笑声里扬溢着胜利在望
的喜悦以及对群众智慧的肯定。 肉
包子和豆沙包子分发到每个战士的

手里， 他们放下手里的工具， 席地
而坐， 使劲地啃了起来。 一会儿又
扬起头， 骨碌碌喝着军壶里的水 。
一眼望去， 两千多米长的大堤旁 ，
衣上雨水和汗水都己经分不清的战

士， 差不多就是用这个姿势在吃午
饭。 下午二点多， 也就是在黄浦江
第二个高潮位到来之前， 在高炮营
全体官兵的奋力拚搏下， 土堤终于
建起来了， 潮水决口终于堵住了 ，
我们向群众的承诺终于兑现了。 参
战的官兵， 在场的群众 ， 欢呼着 ，
跳跃着， 我们也紧紧地握住部队首
长的手， 表示了祝贺和感谢。

眼下，又是芝麻成熟收获的季节。小时候我
与三哥去闵行或在轮渡上，用芝麻、黄豆、赤豆等
五谷杂粮，或鸡、鸭、鱼等农副产品向市区居民换
粮票的事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国实行计划经
济时期，物资相当贫乏。当时，市区居民粮食定量
凭票供应， 每人每月从婴儿的 5 斤到成人的 34
斤。其中大米 5-8 斤，其余供应籼米。郊区农民粮
食限量，由生产队分给稻谷，每人每月一等工（男
壮劳力）45斤；二等工（妇女）40 斤；三等工（老人）
35 斤；小孩和无劳动能力的人 30 斤。稻谷通过加
工一般可获得精米在 7 折左右， 这样能吃的粮食
更少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缺粮。我家兄妹多，父
母生育了五男一女。男孩胃口大，粮食更显紧缺，
每年总要空缺二三个月的口粮。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正是我生长发育阶段，定量不够吃，父母们变
着法子让我填饱肚子。做糠塌饼、烧南瓜粥、吃红
花草等，尽管这样，一家人常常食不果腹。

我十三岁那年，我家在宅前屋后的零星土地
上插种了许多芝麻、赤豆等植物。等到粮食青黄
不接时，用收获后的芝麻、赤豆等杂粮，跟着三哥
去西渡摆渡到闵行， 偷偷地向居民调换粮票。据
说，市区居民劳动强度低、吃饭胃口小，每月可剩
余一些粮票。 而郊区农民大多从事强体力劳动，
开河、挑担、农田里劳作，体能消耗大，饭量也大。
特别是遇到开河，整天挑担，人们的体能消耗特
别大，一天的定粮（一斤多一点大米 ）常常吃一
顿，粮食缺口非常大。由于市区居民对芝麻、赤豆
等农副产品也比较喜爱， 因此大家都愿意调换。
一次，当我们刚踏上轮渡，只见穿着时髦的一对
夫妇马上走到我们身旁，悄悄地问我三哥“粮票
要吗？”我三哥不失时机，马上与这对夫妇做起了
调换生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用三斤芝
麻换取了 24 斤粮票，用一只大公鸡（5 斤左右）换
取了 20 斤的全国粮票。 我们兄弟俩高兴地在闵
行一号路点心店用粮票和钱买汤圆，每人吃了一
大碗（10 只）。后又买了许多馒头、面条等食品带
回了家，不仅全家人饱餐了一顿，而且用粮票到
粮食供应门市部购买了大米、籼米，弥补了粮食
紧缺的困难。

粮票只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之一。当时副
食品也要凭票，猪肉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买菜
要带上鱼、蛋、豆制品等票证。烧菜又要盐、糖、酱
油等票。每人每月半斤食油，炒菜也不够，家里常
买些肥肉熬油。那时，穿衣要用到布票、线票，许
多人家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
上初中时，还穿打过补丁的中山装呢。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经济迅速发展，物资丰
富、市场繁荣，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今粮食
敞开供应，鱼、肉、鸡、鸭等过去逢年过节供应的
副食品现在成了家常菜。家电、服装等商品琳琅
满目，任你选购，有些商店甚至用“打折”“有奖”
来吸引顾客。票证已经退出了历时舞台，而轮渡
上换粮票的事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潘家龙

换粮票
吾心有感

美文欣赏

本报讯 （南 轩）9 月 25 日下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王益群赴南桥镇作“聚焦新城
发力、推动奉贤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深
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落实。 市委主
题教育第七巡回督导组副组长桂余才到会

指导， 市委主题教育第七巡回督导组郑家
伟出席。 南桥镇全体区管干部、 机关各部
门负责人， 各事业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
各工作机构、 综合行政执法队党政主要负
责人， 各行政村、 社区、 园区党政主要负
责人， 各集体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 各居
民区党组织书记、 工作组组长、 镇老年支
部代表 、 镇 “两新 ” 组织党组织书记代
表， 镇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体成员参加。
王益群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充分认识推进

新城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城建设是上海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 推动
奉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

遇。 我们要按照 “产城融合、 功能完备、
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 治理高
效” 的新一轮新城建设要求， 坚持高起点
规划引领、 高标准设计策划、 高标准运营
管理， 加快打造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 持续推
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奉贤正着力推动
“美丽大健康、 新能源汽配、 数智新经济、
化学新材料” 四大新兴产业， 经济发展稳
中提质、 特色产业积厚成势。 要优化营商
环境， 助企纾困解难， 全力支持在奉企业
安心发展。 要坚持科技创新， 塑造发展优
势，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要
加快 “腾笼换鸟”， 全面落实减量化工作，
积极盘活土地资源。 要激活消费引擎和社
会事业经济功能， 打响 “吃在奉贤、 玩在

奉贤” 品牌。
王益群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持续推动人民
群众生活品质提升。 要持续打造南上海教
育高地、医学中心、人才高地、文化高地，加
快功能性项目建成投用， 聚力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工作在奉贤、生
活在奉贤；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持续推动宜居美丽家园建设；要启
动奉贤新城绿环建设，打造蓝绿交织、城绿
相依的空间格局， 将新城绿环建设成为展
示地域文化的窗口；要加强生态环境整治，
重点开展工业企业环保达标、 污水纳管排
放、 生活垃圾处置等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要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全面创
建“无废城市”，切实把绿色、生态作为奉贤
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努力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王益群指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交通事业的重要论述， 持续打

造高效便捷的网络化交通体系。 要持续聚
焦交通发力， 推动对外交通辐射能级大幅
提升，对内交通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构建快
速畅达的交通网络。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 持续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党建引领、机
制建设、“四治”赋能，构筑新时代宜业宜居
的“人民之城”。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要坚持建新城不忘老
城，推动新老城区同步发力；建新城不忘农
村，推动城乡加快融合发展；建新城不忘全
域，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布局。

王益群强调，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党的
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

动奉贤高质量发展的干劲和作为， 不断开
创 “奉贤美、 奉贤强” 各项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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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响“警报”增强国防观念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益群赴南桥镇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讯 （蔡静烨 ） 9
月 15 日下午， 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培荣赴南桥镇

调研城市更新和 “城中
村” 改造工作。 镇党委书
记瞿磊， 镇人大主席金春
元， 副镇长汤琮璀， 镇人
大副主席、 总工会主席王
君华陪同。

张培荣在调研中表

示， 近年来， 南桥镇深入
贯彻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紧紧围绕区委重要工作部

署， 积极推动区域内城市
更新和 “城中村” 改造工
作， 展现了良好的精神状
态， 为本区参与全市 “两
旧一村” 改造工作作出了
积极贡献。 希望南桥镇要
坚持规划引领， 探索创新
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

模式； 要注重民生改善和
品质提升相结合， 不断提
升区域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和安全感； 要坚持从
实际出发， 认真倾听百姓
诉求 ， 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 努力把实事办实、 好
事办好。

瞿磊表示 ， 南桥镇
将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

述 ， 加快推动城市发展
方式转变， 把城市更新和
“城中村” 改造工作作为
消除城市建设治理短板、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条件的

重要抓手， 更好推进产城
融合、 职住平衡， 提高城
市宜居性、 吸引力。 积极
探索城市更新 “南桥模
式”， 进一步加快项目建
设， 打造奉贤西部水上客
厅， 传承南桥老城文化，
以水岸城市更新创造奉贤

生活新起点， 推动城市精
彩蝶变。

本报讯 （潘莲莲 文/徐平浩 摄）9 月
18 日上午， 南桥镇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扩大）会，镇全体区管干部参加
会议。

镇党委书记瞿磊表示， 要将理论教
育、党性教育、红色教育贯穿镇党委深入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始终，特别是要紧
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用好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关键指示，
把红色历史资源灵活用好，把红色文化故
事生动讲好， 把红色家书精神切实传承
好，促使主题教育更具南桥特色、更加深
入高效、更见实际成效。

近期，“忆红居” 红色主题馆正式亮
相。大家与奉贤第一位革命烈士沈志昂进
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沉浸回顾了这
片红色沃土以一颗革命火种到星火燎原

再到照亮整个南桥的光辉历程，在感悟革
命信仰中锤炼党性，汲取力量。

在宣誓室，瞿磊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
词，激励全体班子成员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恪守为党之
心、淬炼为党之志、笃行为党之实，让初心
扎根内心，把使命融入生命。

学习会上，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
察办主任狄雪芳传达解读近期市纪委、区
纪委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主题教育就基

层如何以严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谈体会。
镇党委委员黄静领读《沈志昂烈士家

书》， 并结合主题教育就进一步用好南桥
红色文化资源、汲取红色智慧、赓续红色
血脉谈体会。

在“南风贤语”思想荟·微论坛”上，沈
陆村党总支书记徐丹萍围绕如何更好地

发挥“忆红居”的独特效应，以红色基因领

航乡村振兴作发言。
为扎实开展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全镇上下将以高站位、宽视野弘扬伟大精
神、汲取红色力量，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 ，学出对党忠诚 、学出使命担
当、学出实干精神、学出深厚情怀， 持续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南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南桥镇开展 9·16防空警报疏散试鸣演练

推动主题教育更具特色更见成效

本报讯 （周燕萍 ） 今年 9 月 16
日是我国第 23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也
是上海市第 16 个防空警报试鸣日， 南
桥镇开展 9·16 防空警报疏散试鸣演
练， 增强广大居民国防观念和提高应
急自救防护逃生能力。 此次演练由镇
党委书记瞿磊任指挥长， 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部长张丹宁， 副镇长佘洁琼任
副指挥长。

上午 11 时 35 分预先警报响起 ，
防空演练正式开始。 宣传组负责引导
居民关好门窗、 水电煤总闸， 携带个
人防护和生活必用品。 疏散引导组负
责引导居民按照疏散路线快速进入人

防工程指定位置。 联络协调组负责疏
散人员到人防工程内， 保持有序站位。
医疗救护组随时待命救治伤员以及重

疾患者。

11 时 45 分空袭警报响起， 疏散引
导员立即关闭防护门， 开启通风设备，
确保人防工程内空气流通。 对行动不
便或患重疾患者由医务人员和家庭成

员共同照看， 并做好紧急医疗救护措
施。

11 时 55 分发放解除警报， 居民们
在指引下按照疏散路线安全返回家中。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 有条不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