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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万花筒

2024年上海市重大工程清单公布,涉及万里的有三个
日前，2024 年上海市重大

工程清单公布，其中涉及万里
街道的有三个。

岚皋南排水系统雨水泵站

及初雨调蓄池
岚皋南排水系统新建泵站

及初雨调蓄池服务范围同排水
系统范围：西起大场浦，东至灵
石路东侧，南起交通路，北至大
华二路—新沪路—怡华苑路，
总服务面积 1.81km2。该工程
预计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建成
后将进一步提高区域防汛标

准，控制区域面源污染，改善区
域水环境质量。

轨道交通 20 号线一期工
程西段（金昌路站-上海马
戏城站）
轨道交通20号线一期工程

西段线路总长约7.2公里。起于金
昌路站，至上海马戏城站，主要沿
金昌路—交通路—新村路—志丹
路—广中西路等道路走行。其中上
海西站站、广泉路站在万里街道
辖区内，上海西站站已进入实质施
工阶段，广泉路站处于腾地阶段。

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程
万里街道作为区重点打造的

“万里无架”示范片区，目前工程进
展顺利，主次干道已基本实现无架

空线目标，新村路作为重点路段将
在今年全力冲刺，力争年底前完工。

分次少炒、荤素分锅、现炒现卖

小万喊你来“恰饭”

日前，位于交暨路 193弄 3
号楼一楼的万里街道社区食堂
开始试营业。社区食堂实行“分
次少炒、荤素分锅、现炒现卖”，
确保每位用餐者能吃到可口、
健康的热饭热菜。采用自助取
餐，菜品、菜量都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自取，不同以往传统的
打餐模式，避免了一餐吃不完，
倒了又浪费的情况。

【老年助餐堂食补贴政策】

菜品金额满 15 元可享受
补贴：60-79 周岁每天补贴 2
元；80 周岁及以上每天补贴 3
元；60 周岁及以上特殊困难老
年人每天补贴 6元。

区级补贴满减后金额可再
享受补贴：60 一 79 岁折上 9.5
折；80 岁以上老人、残疾人、退
役军人、优抚对象折上 9折。

注意：1、享受商家叠加优
惠需办卡，充值自愿。2、开卡需
携带身份证，特殊群体人员需
出示相关证件。

【温馨提示】
1、补贴对象：60周岁及以

上有助餐需求，户籍及居住地
均在本区的老年人（不含养老
机构中的住养老人）。

2、结算餐费时，60-64 周
岁的老年人可使用任意银行卡
结算，65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应使用敬老卡结算。

3、特殊困难老年人指低

保、低收入、特困、重残无业等
经济困难老年人（以上海民政
救助信息管理平台系统中的数
据为准）。

4、补贴不发放现金，不能
累计使用和转赠，区级补贴每
天仅享受 1次。

【办理流程】
1、线下申请：符合申请条

件的老年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可
携带户口簿、银行卡等有关证
件向居住地的居委会或者老年
助餐场所提出申请；

2、在线申请：符合条件的
老年人，可通过本人的微信、支
付宝 APP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
接进行申请；

3、普陀区户籍已申请敬老
卡的老年人无需再次申请，相
关数据系统中已存在（数据来
源：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
管理信息系统）。
注意：老年人当天登记后，

预计 3-7 个工作日后可使用登
记的银行卡（敬老卡）进行用
餐结算并享受区级补贴哦。

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

文 钱坤忠

上海有若干所以英雄名字
命名的学校，这些一个个忠于
国家、无私无畏英雄闪亮的名
字激励着青少年崇敬英雄、学
习英雄，弘扬革命英雄精神，赓
续红色血脉，继承革命光荣传
统，这些英雄成为他们心目中
真正的偶像与榜样。

他们中有为纪念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舍身堵枪眼的战斗英
雄黄继光，如：1953 年私立麦伦
中学更名而成的上海市继光中
学；有为纪念“烈火烧身岿然不
动”的英雄邱少云，如：1958 年
由私立华侨中学更名而成的上
海市少云中学。此外，还有为纪
念血战吴淞口的民族英雄陈化
成的上海市化成中学；为纪念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靖宇中
学；为纪念以解放战争时期舍
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而命名的上
海市存瑞中学；为纪念王孝和
烈士而命名的上海市孝和中
学；还有一所承载谢晋元将军
英名的晋元中学，毛主席曾高
度赞誉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
“八百壮士”精神。

烈士的丰碑长在，英雄永
存，在血与火的交融中，他们的
身躯愈发高大，英雄形象从未
远去，英雄的精神永不过时。这
些英雄，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
一直活着。
我有幸于 1962 年到 1965 年在
“晋元中学”这所学校度过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高中三年学习
时间，为考取北京的一所大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晋元中学前身为华童公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英
美传教士李提摩太、福开森、卜
舫济在上海公共租界开始筹划，
直到 1904 年正式开学，这是公
共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创办的第
一所学校。首任校长为英国人李
淇。当时校址在上海北火车站附
近克能海路 1 号（现康乐路），
1930 年迁至赫司克而路 63 号
（现中州路），1938 年又迁至马
白路 25号（现新会路）。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为纪念爱国将领
谢晋元，被命名为“上海市立晋
元中学”。1956年改名为“上海
市陕北中学”，迁至东新路 341
号。1984 年恢复“上海市晋元
中学”，1999 年更名为“上海市

晋元高级中学”，迁至新村路新
校区，成为实验性、示范性的现
代化寄宿制学校。晋元中学一贯
以师资雄厚、教学严谨、质量居
先称世。历史上胡适先生也在华
童公学任过教，此外还有李怀
霜、余槐青、郑逸梅等名人曾在
校任教过。

一百二十年来培养了大批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诸
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中有丁关
根、张承宗、唐弢、邓散木、余秋
雨、方纫秋以及五位共和国院
士翁史烈、蒋锡夔、何友声、项
海帆、韩大匡等，产生了很大的
社会影响。

晋元中学一百二十年来，
一路风雨兼程，是一段继往开
来的历史，是一首催人奋进的
诗篇，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
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母校的
笑容比烟花和繁星还要璀璨，
一百二十年来的奋斗，打造着
教育品牌，母校的未来是一片
云蒸霞蔚。我庆幸母校在我心
中的完美，在母校的怀抱中永
远引以为荣。虽然我毕业了五
十九年，依然顾首回眸，在感情
上我永远没有毕业。

【千言万语】

近近的台湾

文 徐广顺

台湾岛啊，我的故乡，阿里
山森林一望无边，好像大海洋。
台湾岛啊要解放，黑暗的日子
不会长。拨开迷雾，赶走豺狼，
一定要你见太阳。

这是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唱
的歌曲。词意深情，旋律优美，
略带点淡淡的忧伤。小时候懵
懵懂懂，不知道歌词的含义，也
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有多远。只
听到大人们说，要好好念书，学
好本领，去拯救海峡那边处在
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随着
时间的逝去，年龄的增长，想去
台湾走一走、看一看的念想，越
发强烈。2004 年 12月，我的梦
想终于实现了。作为访台代表
团的一员，我赴北京参加了访
前教育培训，2004 年 12 月 26
日早上 8点，也就是我生日那
天，离开北京，飞往香港，再转
机前往台湾。

在前往香港的飞机上，我
想起儿时的期盼，看到现实的
绕道。我咀嚼回味老同学“远远
的”那三个字，感受到深深的苦
涩，也因零距离即将替代远远
的而感到欣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飞机开始慢慢降落。当飞机掠
过高雄港上空时，那港口的整

洁和美丽，令我赞叹不已。下了
飞机，通过廊桥，一出机场，一
股热浪迎面扑来，这与银装素
裹、零下 10 摄氏度的北京形成
强烈的反差。高雄以它异常的
城市温度，热烈欢迎我们这些
大陆来的同胞。

一登上台湾岛，我一边深
深呼吸着海岛那暖融融的，湿
润润的清新空气，一边饱览着
两岸的美景而触景生情。有一
个声音在我心底呼唤：台湾岛，
我们来了。我要用脚丈量台湾，
用手抚摸台湾，用心亲近台湾。

恒春，一个令人神往的地
方。她处在宝岛的最南端，台湾
海峡，巴士海峡和太平洋把她
紧紧地拥抱。频频春风，时时春
光，处处春色。整个恒春半岛就
像一座天然的大花园。春意盎
然，永远是春天。

台湾东部太鲁阁的大峡
谷，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万
丈深渊的崖底，在绵延数十里
的大峡谷中，奔腾着桀骜不驯
的山水。它喧嚣着一路前行，遇
到拐弯处，它突然撒起野来，凶
猛地咆哮着。在那黑，白，灰相
间的大理石上卷起千堆雪，绽
放万朵花。哇，有这么多，这么
好的大理石，花莲人真幸福。但
是，为了子孙后代，花莲人一块
也不开采。台湾建筑用的大理

石是从遥远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进口的。看着，看着，我走神了，
上苍若是（把）它挪到其他某
个地方，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呢？

紧紧挨着阿里山的日月
潭，环潭皆山，重峦叠嶂。山上
林木郁郁苍苍，山下潭水，一边
狭长，一边微圆，恰似日月相
会。我们用虔诚的心情欣赏台
湾同胞的创造。他们用碧水做
成左右 100 多米，前后几十米
的不见边框的大镜子，一个一
个往下延伸。俯瞰，只见纯平的
碧水与几十米下的潭水浑然一
体。青山，碧楼和绿树都倒映在
潭水之中。仰视，人和万物都融
化在蓝天里。这时，我耳边响起
孟子的声音：上下与天地同流。
又好像听到庄子在说：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国
古代哲学大师追求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
体现。

回到大陆以后，我浮想联
翩，思绪万干，文思泉涌，一气
呵成，一切的一切都跃然于字
里行间。以前，我总觉得台湾离
我们很远很远，遥不可及。而现
在觉得台湾离我们很近很近，
触手可摸。我深信，总有一天，
宝岛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母亲
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