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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最大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南桥启用
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

改作风强担当 锚定目标真抓实干
南桥镇召开 2024年作风建设暨抓落实、抓推进工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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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平浩 ） 日前 ，
位于浦南运河旁 、 尚礼路 450
号， 隶属于南桥镇光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尚贤社区卫生服务站

正式启用 ， 建筑面积达 1880 平
方米， 是目前奉贤区最大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

尚贤社区卫生服务站是集预

防、 医疗、 保健、 健康教育、 计
划生育指导、 康复等一体的公益
性医疗卫生服务站点， 为周边居
民提供便捷、 高效、 连续性的健

康服务。 目前， 尚贤社区卫生服
务站正在争创上海市中医药特色

巡诊站， 二楼中医阁具有浓郁的
中医诊疗氛围， 已配置中医四诊
辨识仪、 中医灸疗仪、 光疗仪以
及针灸、 火罐等中医诊疗设施设
备。 二楼还设有中医普通门诊、
专家门诊及曙光医院张晓天主任

中医治未病 “名中医工作室 ”、
杨春明医生 （曾获贤城名中医提
名奖 ） 中医腰腿痛特色诊疗门
诊。

“我爸一直肩膀痛， 今天来
找杨春明医生做了一下针灸和火

罐， 感觉舒服了很多。” 家住光
明地区的阮先生和父母的身体都

不太好。 听说尚贤服务站开业运
营， 且有中医特色诊疗， 他便带
着父母来到服务站体验中医诊疗

服务。 “这里的环境很好、 设备
很新、 服务也很周到， 我和我妈
也体验了这里的中医康复治疗，
感觉腰腿疼痛缓解了不少。”

除了中医诊室外， 尚贤社区

卫生服务站还设有全科诊室、 家
医诊室、 化验室、 慢性病健康管
理及健康教育室等， 主要提供常
见病、 多发病及诊断明确的慢性
病诊治与护理； 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家庭病床、 安宁疗护、 中医
药适宜技术服务等。 同时开展健
康宣教、 慢病管理及预约转诊服
务； 区内外专家定期到站坐诊。
“年纪大了以后， 毛病开始多起
来了， 正好家门口有了这个卫生
服务站 ， 以后看病方便多了 。”

年逾六旬、 家住馨雅名庭的郑先
生听说离家不远处的地方开了一

家卫生服务站， 便欣喜地赶来就
诊， 并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 医
生周到细致的问诊以及家医服务

让郑先生倍感放心。
尚贤社区卫生服务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将秉承 “以患者为中
心” 的服务理念， 让周边地区广
大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 普惠
的全方位医疗服务， 为市民朋友
们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本报讯 (周燕萍) 8 月 30
日上午 ， 南桥镇召开 2024 年
作风建设暨抓落实、 抓推进工
作大会 。 南桥镇全体区管干
部， 机关各部门 、 事业单位 、
综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村等负
责人出席会议。

镇党委书记瞿磊表示 ，要
坚持“严”字为本，推进作风建
设走深走实。 深学细悟强化理
论武装，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 靶向发力持续
纠治“四风 ”，把作风建设成效
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 对标对表及时
弥补差距，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 更实举措如期高质量地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要坚持“实”
字当头， 加快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 以滚石上山的拼劲稳住经
济大盘，千方百计抓产业，提升
南桥核心竞争力。 以攻城拔寨
的闯劲破解发展难题， 保持攻

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昂扬斗志，
奔着问题去、对准问题干。 以枝
叶关情的干劲办好民生实事 ，
永葆为民之心，以“钉钉子 ”精
神扎实推进各项重点民生实

事。 要坚持“敢”字为先，推动创
新驱动见效成势。 要“敢想”，解
放思想、积极追梦。 积极谋划新
发展阶段的南桥梦， 统筹推进
南桥高质量发展。 要“敢干”，勇
于改革、敢于创新。 用好改革创
新关键一招，对于热点、难点问
题要以改革创新思维研究好破

解之策。 要“敢担”，知重负重、
勇于担当， 勤勤恳恳、 躬身实
干，一着不让、一步不松 ，铆着
一股子劲，耕好属于自己的“责
任田”。 要“敢管”，严管厚爱、互
促共融，要切实关心爱护干部，
调动所有人工作积极性， 营造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
维主持会议并表示， 要以清醒

的头脑正视困难 、 坚定信心 ，
全面辩证看形势； 要以十足的
干劲奋力担当、 有效作为， 全
力以赴抓落实； 要以务实的作
风起而行之、 攻坚克难， 全心
全意干出彩。

镇党委副书记王建恩， 镇
党委副书记陶月华， 镇党委委
员、 副镇长人选吴光辉， 副镇
长鉴学伟、 佘洁琼分别作工作
部署。

镇党委委员马莉苑通报机

构改革相关事宜。
南桥镇经发办 、 规划办 、

社事办、 农业农村办、 党群中
心五家单位作表态发言。

未来， 南桥镇全镇上下将
进一步提升能力 、 改进作风 、
强化担当 ， 锚定目标真抓实
干， 解决实际问题、 办好民生
实事， 形成狠抓落实的良好局
面，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本报讯 （顾林美） 从今年 6 月起， 第二届南桥
镇 “艺术民星” 选拔赛正式启动， 吸引了 200 余名
选手报名参赛， 经过近 3 个月海选赛、 复赛环节的
激烈角逐， 共有 12 组选手晋级决赛 。 8 月 17 日 ，
第二届南桥镇 “艺术民星” 选拔赛决赛圆满落幕。
奉贤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 理事长黄红英， 奉
贤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徐三忠， 奉贤区文明办挂
职副主任包文中； 南桥镇人大主席金春元、 南桥镇
党委副书记王建恩、 南桥镇党委委员黄静、 南桥镇
副镇长佘洁琼以及区委宣传部、 区委社会部、 区民
政局、 区文旅局、 区残联、 各街镇文体条线负责人、
南桥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此次活动。

金春元在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 南桥镇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 以群众文化促活力， 家庭文化促文
明， 睦邻文化促和谐， 志愿文化促共治为切入点，
把党建引领、 民生实事、 文化育人等工作有机融合，
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现代化机制， 增强群众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文化自觉，
形成了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 “南桥答案”。

首届 “艺术民星” 选拔赛于去年举办， 亮点纷
呈、 氛围热烈。 今年又增设残疾人赛道， 为更多平
凡而富有才华的残疾人搭建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决
赛开始前， 南桥镇文体中心、 南塘戏剧社、 悦舞艺
术中心等分别与本届艺术民星 12 强选手蔡建国、 贤
阳艺术团、 阳光家园学员代表等举行 “文化助残结
对仪式”。

决赛正式开始， 12 组选手们的精彩演出， 收获
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的角逐和紧张的投票
环节， 最终冠军由五号选手朱小平斩获。

活动当天还为 “小巷民星” 工作室授牌。 近年
来， 一大批自发形成的 “小巷民星” 工作室和自治
项目逐渐活跃， 展现了南桥镇人心思齐、 人心思进、
人心思干的强大合力。

现场还发放了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主理人聘

书 。 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主理人将通过自身的影响
力和号召力 ， 推动治理工作更加贴近居民 、 服务
居民 。

本报讯 （周燕萍） 8 月 15
日下午， 南桥镇人大和纪委联
合开展“三官堂”区域更新推进
工作专题监督视察暨 “政府开
放月” 活动。 镇人大主席金春
元，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监
察办主任狄雪芳，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吴光辉，镇人大副主席、
总工会主席王君华出席活动 ，
部分区、镇人大代表，市民代表
和城建中心负责人参加。

金春元表示， 围绕 “三官
堂” 区域更新工作， 一要信心
更坚定， 以实干赢得民心。 二
要作风更务实， 以苦干结出硕
果。 三要措施更有力， 以巧干

闯出新路。 政府职能部门要把
民生实事办到百姓的 “心坎
上 ” ， 人大代表要积极参与 ，
助推 “三官堂” 区域更新项目
的完美收官。

狄雪芳表示， 要将 “三官
堂”设计初衷落实到位，更新维
护到位；要加强常态长效监督，
将“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 ”，
进一步提升南桥整体城市形

象。
吴光辉介绍项目推进情

况，王君华主持会议。 会上，代
表们对“三官堂”区域更新项目
推进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
建议要紧贴民生需求， 提升文

化软实力，进一步深度挖掘“三
官堂”历史文化底蕴；要整合街
区资源，增强社区活力，为居民
营造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活环境。 城建中心负责人对代
表建议进行答复。

会前， 代表们还实地视察
了光明路、优化路、三官街等相
关点位。

下一步， 南桥镇人大将深
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 ，
通过 “看”“听”“问”“议” 等方
式，充分发挥代表优势和作用，
助力“三官堂”区域更新改造 ，
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

大智慧和力量。

“三官堂”区域更新工作持续推进
南桥镇开展专题监督视察暨“政府开放月”活动

吾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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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

处 暑
叶兴华

暑气未消
山河已秋。 立秋
还站在人们心上

没等来秋凉舒适的时光

古人吟秋
曾有豪情激怀
也有妩媚风流
更有温柔缱绻
这个入秋， 我们
以另一种方式相遇

太阳高擎火把
地心熊熊燃烧
干渴了花草树木

灼伤了红蜻蜓的翅膀
日子， 汗流浃背

一片滚烫的黄叶
敲响黯然神伤的大地

为处暑
烙下一枚生命的印章
处暑， 为人们
反馈回一则信息

秋老虎
是夏天逝别的回光返照

长江口外，东海之滨，上海洋山深水
港区犹如一颗入海明珠， 这里是全球集
装箱作业最繁忙港区之一， 亦是世界瞩
目的“东方大港”。 但在百年前，“东方大
港”只是中国人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当它
出现在孙中山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时，
被不少人嗤之为“空想”。

是不是“空想”？ 王敏教授的《世界之
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给出了强有力的
回应。 上海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自
1843 年开埠以来，从“十里洋场烟花地，
风云际会上海滩” 的近代远东第一大城
市， 到现代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商业城
市与经济交通中心， 百年来时势变迁，
“大上海”巍然不动、繁华依旧。 何为上海
之大？ 也许如今中西结合的城市风貌，
“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
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 “开放、 创新、
包容” 的城市品格就是其重要支撑， 更
直接的说， 近代太多的中国苦难史、 抗
争史、 改革史， 以及为人民革命牺牲的
英魂浓缩在这座城的街道 、 里弄 、 江
畔、 船舶……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上海，
是一座红色基因“密而全”的光荣之城。
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向西约 800 米，
老渔阳里，中共发起组成立地；向北约 1
公里，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向南约 500
米，成裕里，《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本的印刷所旧址……遍布上海的 600 余
处红色革命旧址、遗址已融入城市根脉。

上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早期工人运动的
发祥地，既是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又
是敌后斗争的聚焦地。 陈延年、陈乔年、
赵世炎、彭湃等革命英雄来到这里，留下
浴血奋战的身影， 成为影响历史的关键
力量。 据史料记载 ， 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有 30 余万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被戕杀。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就有
7785 名烈士牺牲， 年龄最小的仅有 18
岁， 革命烈士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上海
的新生，这抹跃动的“赤红”，融入城市血
脉，成为延续城市记忆、为人民战斗的澎
湃能量。

新中国成立后， 出于 “沿海紧缩战
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
围，但积极响应党中央“上海支援全国”
号召，全力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尤其在
历时 20 多年三线建设 、“内联协作 ”和
“对口支援”， 客观上为整个国防建设的
发展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都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一

座卓越的城市，需要思想引领，需要精神
力量，需要人文滋养。 上海拥有众多“红
色基因”，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座城市
的光荣，人民的骄傲。

历史建筑的意义不能只停留在过

去，而是要为未来提供无限想象空间。 上
海，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以其
独特的建筑之美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也许在你眼里，上海是黄浦江畔，万
家灯火；梧桐树下，光影斑驳。 无论是外
滩、 东方明珠等传统地标， 还是武康大
楼、滨水空间等网红打卡点，终日游人络
绎不绝， 俨然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
的骄傲。

归去来兮“上海魂”（一）
万 能

白桦树之恋
孙晓光

难忘的“渡口之急”
肖文华

岁月悠悠

江南，桂花飘香的金秋季节，在遥远的白山黑水，
也许已经下了第一场雪。 如晶莹的碎玉， 如白色的沙
粒，和上海冬天的雪不一样，但和上海的雪一样是六角
形的， 一样洁白无瑕。 雪中婀娜的白桦林更加多姿多
彩，那片片巴掌大的树叶，从春天的浅绿，到夏天的深
绿，再到秋天的浅黄，然后是深黄和浅红交相辉映，直
到严寒来临，飘落殆尽。 大雪覆盖之下，白色的树干依
然保持着各种芭蕾舞蹈一样的姿势。

在这个季节， 林中的空地上， 铺满红彤彤的雅格
达，用迷人的色彩迎接第一场雪。 这种野果子，如一粒
一粒的红豆。 雅格达是鄂伦春语，它的含义就是“相思
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
思。 ”我想说，红豆生北国，相思也入骨。 这种野果子富
有营养，是当地老乡的最爱，也是当年在这里留下一段
青春岁月的知青的最爱。当你和他或她，漫步在这片山
岗，在白桦林中采撷雅格达时，你萌动过的是友情还是
爱情？白桦林不会记下你们的絮絮碎语，但你们一定记
得那时的青春和浪漫。

在你忘情的那一刻，要牢记，雅格达也是急着长膘
要去冬眠的黑瞎子的最爱。 它巨大的身躯和锋利的爪
子是守卫食物的最好武器。在危险面前，你要先做一个
应急预案。

白桦树不仅仅给诗人和画家有了创作的灵感，也
是老乡和鄂伦春人生活的必需品。有一种坚桦，木材坚
硬耐磨，是做车轴的好材料。鄂伦春人冬季打猎外出过
夜，就用几根白桦树干搭成一个三角形的仙人柱，外面
围上狍子皮，里面生上火。 到了夏天搭仙人柱，外面就
用桦树皮围上。 鄂伦春人的手非常灵巧， 在过去的年
代，会用桦树皮做一只摇篮，把婴儿放在摇篮中，挂在
桦树上。 白天，在树荫下，听森林里各种鸟叫；晚上，透
过树叶的空隙，数天上的星星。 不可思议的是，鄂伦春
人还会用桦树皮做成一条小舢板。 小到只能前后坐两
个人，分量也很轻，轻到可以一个人把它扛在肩上，跨
过激流。 树皮做的船，怎么做到滴水不漏？ 成了一个秘
密。 他们划着桦树皮的舢板，悠扬地唱着他们的歌，背
着猎枪，一路逆流而上，一直到漠河。

随着时代的变化， 他们用不着划着桦树皮的舢板
去狩猎了，婴儿也不会睡在桦树皮的摇篮里，不知道现
在年青一代的鄂伦春人还会这门绝活吗？

桦树皮似乎为了人们的需要而生，非常好取。 用刀
按需要的大小， 上下各划一刀， 再竖着划一刀就能取
下。 那里的人们用不起纸的时候，最早就用桦树皮当记
事本，用刀作笔，刻下需要的信息。 有了笔之后，在桦树
皮上写信，成了知青们谈情说爱最浪漫的事情。

他们经常用厚厚树皮， 在严酷的冰天雪地中， 写
下自己的愿望， 自己的思念， 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呐
喊， 寄给远方的亲友， 或者身边你思慕的人。 在那个
年代， 在碧绿的草甸子上， 在白桦林中， 在白桦树皮
上写下 “我爱你” 的两个人， 一定会经受得住北国严
寒的考验， 在白桦树冒出绿叶的时候， 绽放出红艳艳
的花朵。

我不是西渡人， 也未曾在西
渡地区干过活。 但一谈到西渡渡
口， 我就觉得有话可说， 有事可
叙，真是“一渡卷起千重浪”，渡口
记忆在深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期， 政府
提出农民“万家富”工程，作为“双
职工”的我们夫妻俩，在三亩承包
地里也种上了草莓、葡萄、西瓜、
黄桃等经济作物。 为了卖个好价
钱，一个乡下人（当时上海市区人
叫我们“阿乡”），要闯进上海大市
场，人生地不熟，是何等的难啊！
而奉贤又是远郊， 我家又在偏远
闭塞的石家村，不通公交车，我们
只能把采好的草莓、 葡萄放进箱
子和箩筐里， 然后颠颠簸簸骑车
至西渡口，摆渡过江，再乘徐闵线
到徐家汇，寻找集贸市场卖，真是
苦不堪言。

我家最多时种了近一亩地的

草莓。草莓产量高，上市高峰时一
天采到一百多斤要装十几箱。我
家人手少，没人帮忙，有时我上班

抽不出身，要到中午才回来，老婆
经常累得直不起腰， 等到把采摘
的草莓一皮一皮装箱就绪， 一看
已是下午一、二点钟了，我们才匆
忙赶路。从家里到西渡口，自行车
要骑一个多小时， 老婆有时还跟
不上我。自行车摆渡也算一人，为
了省六分钱， 我们把两辆自行车
停在渡口南边。卸下草莓箱，用一
根小扁担挑着货，直奔渡口。有时
渡船正好靠岸等渡， 但很多时候
渡船还在对岸， 黑压压的人群等
在渡口码头，我的心可急死了，时
间快三点了， 过江乘徐闵线还要
一小时到市区，过了下班时间，买
草莓的人就少了。因为过了一渡，
就要再等一刻钟， 有时遇上一渡
挤不下，还得等下一渡，那就要延
误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这对
于一个赶市买卖的我来说， 哪能
等得起！

可等不起的急事真的发生

了。记得那是五月的一天，草莓上
市高峰了。为了赶时间“抢渡”，我

们把挂在自行车龙头上的背包给

忘了， 等到轮渡鸣笛起航才突然
想起包没拿，里面有两根秤、一大
叠马夹袋，还有从税务所开的农民
自产自销“免税证”。我顿时汗冒额
头， 没有这些怎么去上海卖草莓？
怎么办？回过去拿，要再等两渡，来
回要半个小时多，还不知东西是否
被人拿走。我心里一片乱麻，只觉
得“急惊风碰到慢郎中”，渡船迟迟
不开， 真恨不得跳入黄浦江游过
去。渡船终于到南岸了，我急奔码
头，远远望去自行车上还挂着那个
包。天那，我急忙取下一看，东西都
在，就急奔码头，渡船正好解缆，我
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乘不上这一
渡， 可把等在江北的妻子给急坏
了，时间不等人啊！这一天，因赶到
市区太晚了，十几箱草莓卖剩了二
箱多，草莓易烂，隔日就不能卖了，
夫妻俩伤心透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家种
植草莓、葡萄将近十年。我们一年
不知有多少天要在西渡摆渡，渡
口之急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当时
我就想， 如果奉贤在黄浦江上尽
快建一座大桥那该多好啊！如今，
奉贤人去市区驱车过桥真快速。
我在想，假如我今天还在种草莓，
进市区买卖真便捷，那多逢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