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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

秋的韵味（组诗）
叶兴华

初中的体育课， 我们多了一个运动
项目：跳山羊。

“山羊”， 齐我胸高， 一块四方形木
块，外包皮革，四条腿八字形分别撑地。
体育老师姓韩，也教我们语文。韩老师让
我们面对山羊列队， 讲跳山羊的动作要
领一二三，我们听明白了，韩老师说他再
做个示范。只见他在离“山羊”二十米处
站定，收一收肚子，起步，越跑越快，跑到
“山羊”前，两脚用力蹬地起跳，两手撑住
“山羊”，两腿一分，人嗖一下就越过“山
羊”，落在前面的海绵垫上。

好！同学们拍手，说难怪韩老师兼教
体育，是有两下子。我却看见“山羊”在韩
老师越过的一瞬间，明显地晃动了一下，
还好没有翻倒。 韩老师要求从个子高的
同学开始， 排队挨个跳。 我排在倒数第
二，先是像模像样地起步、助跑，跑到“山
羊” 前， 心慌了， 一个九十度转弯，“山
羊”，不跳了。

你，重跳！韩老师指名道姓，脸上一
反上语文课时的温和。我羞红了脸，悄悄
往后退。韩老师两眼盯着，我一紧张，更

不敢说不跳的理由，只在心里念叨：山羊
倒了会怎样？肯定是痛手或者痛脚，肯定
是狼狈的样。 虽然同学们没有碰倒，但
我，就是不敢跳。

大家跳第二轮。 同学们依次重新开
始了排队、跑动、跳跃。你，过来。韩老师
悄声说：跳不过，哪怕像个别同学一样坐
“山羊”上也要跳。我偷眼看老师，老师一
脸严肃：跳不过是能力问题，不跳是态度
问题 。跳个 “山羊 ”要什么态度 ，体育课
呀， 又不是语文课。 我又觉委屈又不服
气，但我是不怕韩老师的。

有一次，语文考试要写成语“波澜壮
阔”，我把“澜”字忘记了，全部试卷答完
了，这个字还是没有想起该怎么写，韩老
师在过道里来来去去了几趟，最后，用手
指在我的桌面上点点划划， 我看懂了他
的手势，马上想起了“澜”字的写法，那次
考试，我保持了高分，心虚的同时，记住
了“澜”，别的字可以忘记，这个字像烙印
了，从没忘记过。

可今天， 韩老师始终不肯给我 “作
弊”，非要我跳，同学们休息了，老师还要

我跳。一次又一次，我跑到“山羊”前就拐
弯，直到下课，一次都没试跳，更不要说成
功。韩老师板着面孔，语调明显高了：下课
自己练，下次体育课再跳不过，给你体育
不及格。我的脸一阵阵发烫，连耳朵也是
烫的，不敢抬眼看人，我感觉我要出眼泪
了。老师从没有用这样的语气说过我。

不争气的我，直到学期结束，还是那
样，跑到“山羊”前就拐弯，我的理由是我
个子矮小，其实是心里起了“波澜”。韩老
师摇头再摇头，说我是心态问题，是不重
视体育课，不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期
末，我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老师给我
的评语是“二好”，老师说，一个班只有我
一人不肯跳，不重视体育课的学生，没资
格评“三好”。

好在以后的学期里，我们不再跳“山
羊”，而是练长跑、练跳高，我看着韩老师
扳起面孔的样子，心里下了决心：一样都
不能落下，看你怎么凶。终于，我又做回了
“三好”学生，但我常想：如果叫我再跳“山
羊”，我会不会跳？能不能跳过？我觉得，我
有可能不会再跑到山羊前就转弯了。

我的韩老师
张秀英

祖母的秘方
徐欣帮

归去来兮“上海魂”（二）
万 能

岁月悠悠

祖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但琢磨出了一套给
小孩脱臼疗伤的技术，为四乡八里的群众服务。

有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西北风呼啦啦地紧吹，有
人用肥大的棉袄裹着孩子，顶风踏霜过来，轻轻地敲响
了祖母的门。 祖母急忙起床下地，走出房门，她利索地
从缸里舀了几勺子水，倒在铁锅里，在灶后点火烧了
起来。 灶堂里的火光映照在祖母身上，有些光芒四射
的样子。 水一会儿烫了，祖母倒入水盆里，把浸透了滚
汤水的毛巾用双手轮翻把它拧干， 边拧边用嘴吹着
风。 大人把小孩嫩白粉红的小手拿了出来，露出了手
臂，祖母把微烫的毛巾捂紧在患处，慢慢地摇动手臂。
小孩靠着大人的肩膀不停地哭， 鼻涕眼泪都淌出来
了。 祖母边安慰着孩子边继续摇晃着手臂，然后，祖母
运了运气， 用力将孩子的手臂向上推了一下， 只听
“嘚”一声，孩子脱的臼落窝了。 “弟弟手挥挥看？ ”祖母
对孩子说。 刚才，好象木棍一样挂在肩膀上的小手，现
在已经挥洒自如了， 鼻涕眼泪还挂在脸上的小孩快活
起来。 “谢谢徐家阿婆”， 大人抱着孩子离开了祖母的
家。祖母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我无从查考。“谢谢徐家阿
婆”，这既是众人给祖母最高的奖励，也是祖母经常收
到的最珍贵的礼品。

随着祖母一天天衰老， 她身上的病痛也多了起来。
夏天的一个深夜，我撩开蚊帐，看到一个身影在走动，“喔
唷，喔唷”地叫唤着。 我急忙问祖母在干什么？ 祖母告诉
我，脚痛得不得了，无法入睡。 后来，经过医生诊断，祖母
得的是“坐骨神经痛”，医生配了些“小牛肝精”针剂，祖母
打了几次针就好了。 再后来，这种针剂退出了市场，医院
里没有了。“坐骨神经痛”祖母每年要发几次，不知她老人
家怎么想出来的，用四脚蛇泡酒喝，每天晚上喝它两三
盅，祖母的“坐骨神经痛”竟然奇迹般地不复发了。

有一天，祖母觉得头重脚轻，晕乎乎的，经过医生
诊断是高血压引起的。很长一段时间祖母没有用药，而
是到处寻找野芹菜和其他药草熬汤喝， 真的把初发的
高血压病给镇住了。 有时祖母劳累过度，感到吃力了，
就用夏枯草煎水喝。她对我说，“脱了力”煎点夏枯草水
喝能恢复元气，我觉得有道理。 夏天太阳火辣辣的，祖
母为了防暑，经常找点马兰头腌着吃，弄点枸杞子叶炒
着吃。 有时，祖母还找癞蛤蟆草熬汤喝，说这是清凉解
毒的。 祖母就是用这些民间老人的“秘方”保养着自己
的身体，使她活到了九十岁高龄。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民间的“郎中”们用自己的
秘方或者叫土丹方，无私地开展群众性的自治自救，使许
多老百姓的疾病得到了治疗，生命得了挽救。 民间的“接
生婆”使不少产妇闯过了“鬼门关”；民间的“外科医生”，
用自制的外用药治好了夏秋之间小孩常发的“毒疮”；民
间的“皮肤科医生”，通过烧焦湿疹尖头的方法治好了“蚂
蚁疯”......民间很多医疗技术、药方有的已经失传，但有些
仍在运用。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与祖母朝夕相处生活了
十多年，我与祖母的感情超过任何一个亲人。 祖母己经
去世三十多年，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梦中。

（文中诊疗方式非医学文献，请勿模仿）

人因宅而

立， 宅因人得
存。近年来，上海用“建筑可阅读”
的文化方式筑牢市民与历史文化

遗产之间那道深厚而绵长的情感

记忆。
你可知， 上海体育大学的主

楼前身是民国上海特别市政府大

楼； 杨浦区图书馆是市立图书馆
改建而成。 这些老建筑分散在上
海的每个角落， 默默诉说着那个
年代的最后回忆。 正如梁思成所
言： 这样的建筑 “呈现雄伟之气
概 ”， 容易令人感到震撼与共
鸣———唤醒当时中国人心中的民

族荣誉感，这正是推广全民“建筑
可阅读”的意义所在。

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

出，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
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
化记忆。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的“历
史密码”，与城市、生活交融共生，
不仅是城市记忆、 更新的见证，更
是城市真正的灵魂，在与人的温柔
互动中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觉醒。

“100 年中国看上海，30 年发
展看浦东。” 自党中央在 1990 年

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

策以来，30 余年倏忽而过， 浦东
不负众望，凤凰涅?，迅速成长为
上海乃至全国的增长焦点和发展

标杆， 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蜕变的
上海奇迹。 浦东的崛起让世界为
之惊乎， 一路走来， 浦东为什么
“立”，凭什么“兴”？勇立潮头的诀
窍在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其实， 现实有历史的影子。
1910 年，吴趼人在小说 《新石头
记》 的结尾写到贾宝玉梦见中国
已独立富强， 而万国博览会正在
上海浦东召开。陆士谔在小说《新
中国》 里大胆设想： 万国博览会
1928 年就在浦东举办了，黄浦江
上建成了一座浦江大桥。 这些在
当时看似镜花水月的希冀， 如今
都已美梦成真 ， 浦东不仅成为
2010 年世博会选址地，而且实现
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美好
愿景。那飞架黄浦江上的大桥、越
江隧道让天堑变通途， 加速了两
岸的对流， 也使得老上海口里常
念叨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
东一间房”的说法成为历史。

因改革开放而生， 因改革开

放而兴。这也许是浦东 30 年巨变
的底气， 但我更觉得浦东前行的
动力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 更植根于为人民而改革的不
懈追求， 而浦东也确实做到了让
在者舒心、 来者倾心、 未来者动
心，并以此为“上海精神”的缩影,
在改革开放助力下赋予“民生”新
的内涵与外延， 衍生的上海合作
组织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书写与世界
人民“双向奔赴”的精彩篇章。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千年
的回眸，百年的沧桑巨变，从东海
渔港到国际化的大都市， 直至今
天，世界在这里相聚，东西方文化
在这里交融。风从海上来，潮起上
海滩。如今，进博之约让全球好物
齐聚上海， 工博盛会让上海制造
走向全球 ，F1、MXGP 的落户带
来了世界的速度与激情……来自
不同国度的人们汇聚于此， 逐梦
追光，携手前行，共同点燃这座城
市的激情与浪漫。归去来兮“上海
魂”，最是动人乃“初心”。上海，不
负每一个人的热爱。上海，为每一
颗澎湃的灵魂歌唱。

月光
以母性的温柔

慰籍游子落寞的心
也能千里共婵娟
也能搭乘床前那片
疑是霜的月光
让乡愁， 随梦
抵达思念的故乡

桂花
路过的风

只回眸看了一眼
灵动的舞姿

就香了万里金秋
童年的桂树长在月宫里
无限放大的想像
至今还在回味

金菊
在秋的眼睛里

漾溢出生命力的旺盛
无视萧瑟

花瓣重重叠叠
相依相偎的组合魅力

靓丽了东篱
惊艳了晋朝遗落千年的梦

落叶
追随秋风寻求归宿
期冀来春枝头复苏

人生， 没有第二个春天
在和一枚枫叶的对视里

若能感悟一瞬
便能启迪一生

气温
时暖时冷

只是季节的一个姿态
暖了就多一份花开
冷了便来一次花落

我无视人间的贵贱尊卑
因此， 没学会歧视
纵有世态炎凉， 内心

也繁花似锦

露珠
用渺小的身躯
滋润万物

透视尘世。 即便
没有太大的能量
洗不去太多的尘埃

跌落时
也要闪亮生命的本真
撞响最后一声心跳

本报讯 （杜志红） 9 月 1 日上午， 南
桥镇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尚贤社

区卫生服务站启用暨名中医工作室基层

工作站揭牌仪式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张晓天 ， 针灸
科主任沈卫东 ， 南桥镇党委书记瞿磊 ，
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副书记 、 区卫生健
康委主任谢兴潜 ， 南桥镇党委副书记 、
镇长陈晓维 ， 副镇长佘洁琼 ， 区卫生健
康工作党委委员 、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林妍 ， 以及区卫生健康委 、 南桥镇相关
科室长、 辖区村居书记出席仪式。
瞿磊表示， 尚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

立， 是南桥加快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提升群众 “家门口 ” 看病就医便利度的
重要举措 ， 卫生服务站将为社区居民提
供基本医疗 、 中医诊疗 、 家医服务等卫
生健康服务 。 此次揭牌的张晓天主任医
师的名中医工作室、 沈卫东主任医师的传
承工作站 ， 将为附近居民提供优质 、 普
惠、 可及、 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今后， 南
桥将继续扎实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强
化 “全专结合 ” “医防融合 ” “医养结
合”，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均衡
布局。 他希望尚贤服务站继续当好人民健
康的守护者、 健康城市的推动者、 医者仁
心的践行者， 用有温度、 有深度、 有情怀
的服务， 再创新业绩、 再铸新辉煌。

谢兴潜希望尚贤卫生服务站以 “张晓
天治未病名中医工作室 ” “海派中医杨
氏针灸奉贤光明分基地传承工作站 ” 落
地服务站为契机，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把握新机遇 ， 迎接新挑战 ， 增进百姓健
康福祉 。 一要传承创新 ， 以提升社区中
医药服务能力为抓手 ， 善用名中医宝贵
资源 ， 打造中医特色品牌 ； 二要深化内
涵， 打造居民、 专家、 基层医疗机构一站
式健康服务平台 ， 做群众身边的坚实
“医” 靠； 三要挖掘优势， 立足基层， 不
断深化 “治未病” 理念， 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更便捷、 更高效、 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

现场举行了服务站启用暨名中医工作

室揭牌仪式。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

记、 主任何婉红介绍服务站情况 。 光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张晓天签署 《柔性
引进医学人才 》 合作协议 ； 海派中医杨
氏针灸传承总基地 （曙光医院针灸科） 与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分基地建设合

作协议。
仪式结束后 ， 还进行了现场义诊活

动。 专家们悉心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居
民， 为居民答疑解惑、 排忧解难。 在 “家
门口” 享受名医专家的诊疗服务， 获得了
居民的一致好评。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主办：
中共奉贤区南桥镇委员会

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

E-mail:nqxx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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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社区卫生服务站启用，名中医工作室基层工作站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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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思瑶） 9 月 8 日
下午， 南桥镇举行 “春风化雨育
桃李， 金秋硕果慰园丁” 集会活
动， 庆祝第 40 个教师节。 南桥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维， 奉
贤区教育工作党委委员、 副局长
陶立 ， 南桥镇党委副书记王建
恩， 南桥镇副镇长佘洁琼出席活
动。

陈晓维在致辞时表示， 知识
改变命运， 教育成就未来。 南桥
镇始终坚持贯彻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 积极打造南桥 “三品教育”，
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最大

的民生。 他希望全镇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 ， 继续发扬默默耕
耘、 不畏艰辛的奉献精神， 始终
保持奋发有为、 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勤于
钻研， 励精图治， 扎实工作， 为
教育事业的发展再创佳绩， 为南
桥镇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和智力

支撑。
集会活动在暖场大合唱中正

式拉开帷幕。 现场气氛热烈而庄
重， 学生代表们以充满活力的表
演， 展现了青春的无限可能与对
未来的美好憧憬。 老师代表们则
以深情地演绎， 传达了对教育事
业的热忱与对学生们的深切关

怀。
本次活动对全镇 127 名优秀

教师 、 105 名优秀班主任和 47
名优秀教育管理者进行了表彰。
他们或在教学上独具匠心 ， 善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
或在管理服务中兢兢业业 ， 为
学校营造和谐有序的学习环境；
或在科研上勇于创新 ， 不断探
索教育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他们
共同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以卓越的教学才华和深沉的教育

情怀， 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学子走
向未来。

活动尾声 ， 新教师们身着
整齐的服装， 面带坚定的笑容，
站在了宣誓台上 。 他们高举右
手 ， 庄严宣誓 ， 承诺将秉持教
育初心 ， 肩负育人使命 ， 为学
生的成长与发展倾注心血 ， 为
教育事业奉献青春与智慧 。 这

一刻， 不仅是对新教师们的一次精神洗礼， 更
是对他们未来教育生涯的一次庄严承诺。 这些
充满朝气与热情的新教师， 将用他们的知识与
爱心， 点燃学生的智慧之火， 引导他们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节日·中秋

品中秋新韵 话文明新风
南桥镇举办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

本报讯 （南 轩）在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
让中秋既展现流转诗意、人文情趣 ，又
彰显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和幸福追

求，9 月 13 日下午，南桥镇在光明村举
办“雅韵田园赏中秋 月下换盏话文明”
2024 年南桥镇 “我们的节日·中秋”主
题文化活动， 南桥镇党委委员黄静出
席活动并致辞。

近年来， 南桥镇深度挖掘并持续丰
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 将中
秋文化寓于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中，寓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创新探索中，
寓于贤美文化、家文化的阐释传播中，将
“我们的节日”同新时代新追求、好家风
好家训相融合，彰显“一路向南 ‘桥’见
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带的鲜明底色。未
来，将以文化赋能，在守正创新中为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奋进
力量， 绘制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的南桥篇章。

为响应 《上海市文明养宠三年行动
重点工作任务书 （2023-2025）》相关要
求，今年 4 月，南桥镇启动“社区文明养
宠之星”招募。现场举行颁奖仪式，为 11
名“社区文明养宠之星”颁发证书。

为增强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围绕“在全媒体时代，新媒体
‘快餐式传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弘扬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一
辩题，来自“365成长营”的 6位青年人才

开展思想交锋， 展现了他们的自信和睿
智。

中秋佳节， 品牡丹气韵， 溯中秋文
化。光明村魅·绽健身舞队带来了国风舞
蹈《牡丹颂》，用美轮美奂的舞蹈表现力
赞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中秋之时， 也是硕果累累的丰收季
节。 南桥镇各大农产品合作社携特色农
副产品参与现场展销， 将丰庆金秋的幸
福传递给每一个人。

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非遗体验

摊位，传承弘扬非遗文化。月饼、米糕、手
作甜品、 新鲜蔬果等美食开启了中秋美
好“食”刻。

岁岁月明， 承载着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热爱， 镌刻着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记忆， 寄托着社会文明新风的恪
守追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道路上，我们将
团结一心、携手共进，让民族精神同时代
精神交相辉映， 共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南
桥新图景。

本报讯 （顾林美）风华正茂正当时，
参军报国抒壮志。9 月 14 日上午， 南桥
镇 2024 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两位南桥的“00
后”应征新兵，身着新军装，将奔赴火热
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南桥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晓维为新兵送行。南
桥镇副镇长佘洁琼出席大会。

佘洁琼勉励新兵， 希望他们在部队
生涯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传统，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学习、
勤奋工作， 苦练本领， 磨炼坚强意志品
质，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经过了近十天训练基地的艰苦磨

砺， 王琦奕和侯莛轩两位新兵已然脱胎
换骨，透露出军人所需的刚毅气质。

“将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迎
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我将严格遵守军队
的纪律，努力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

素质。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
爱，对国家的责任。”王琦奕在会上郑重
承诺。

“作为家长，我们会倍加珍惜这份荣
誉，会妥善处理好家中的一切事务，积极
争当新时代‘模范军属’。希望孩子们努
力成为合格军人，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
献。”来自新兵侯莛轩家长的发言，既表
达了对人民军队的信任， 也表现出父母
对孩子的殷切期望。

光荣出征！南桥两位“00 后”奔赴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