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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黄旭华：国之脊梁，精神永耀！

【随笔】

文 庄关通

崇敬黄老！送别黄老！学习黄
老！

    年  月  日，我在电脑屏
幕上，看到了     年  月  日央
视新闻那则令人悲痛的消息：《痛
别！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黄旭华逝世》。其实，此
前我已从上海电台的新闻广播里听
到了这一噩耗。

“ 月  日，黄旭华同志治丧
工作委员会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
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

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全国道德模范，中国第一代核
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
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原所长、
党委书记（代理）、名誉所长黄旭华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湖北武汉逝
世，享年   岁。”

这讣告，重锤般沉沉地撞击着
我的心田，再度触发了我对黄旭华
同志的崇敬之情，也让我的思绪飘
回到十年前，那回学习黄旭华同志
伟大精神的难忘经历。

    年  月   日，长宁区新

泾镇定威居民区党支部组织了一场
很有意义的老少互动学习活动，旨
在激励青少年修德勤学；他们邀请
我发言。当时，我立主题为“弘扬中
国精神，修德勤学，努力成才”，讲
三方面：学学英雄模范的事迹、讲
讲什么是“中国精神”、想想青少
年怎样弘扬中国精神。发言中，我
曾用     多字，满怀敬意地叙述
了三位优秀党员的杰出事迹。其
中，黄旭华同志的经历和贡献特别
震撼我心。

崇敬黄老！送别黄老！学习黄
老！此刻，我内心满是再次向他学

习的渴望。那么，究竟该学习他什
么呢？

认真研读央视新闻中的报道，
我明白：黄老认为对国家的忠就是
最大的孝，隐姓埋名   年，为国铸
重器！黄老攻坚克难，靠算盘打出核
心数据！年过花甲的黄老冒险深潜，
是世界首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
总设计师！黄老捐赠    万元个人
所获奖金，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

由此，我找到了答案：我应该学
习黄老身上体现的优秀中国共产党
党员的高尚品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我应该学习黄老身上闪耀着
的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
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
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

送别黄老，深切缅怀———他的
精神如一座不朽的丰碑，将永远屹
立在我们心间，激励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勇前行！

送别黄老，深切缅怀！

漫步在周家浜河畔
文 朱扬清

我爱在周家浜河畔漫步，置身
于周家浜文化滨水公共空间，看看
心仪的景观，休闲娱乐，放飞心情，
这是我最惬意的时刻，也是最美好
的享受。

家门口的周家浜是新泾镇域内
一条重要河道，横向贯穿于整个新
泾镇，两岸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几
万人口在此集聚。原来，周家浜是一
条周边居民避之不及的黑臭河浜，
后来经过大力治理，摇身一变成为
水清岸绿的清水河，成为碧波荡漾、
芦苇摇曳、鱼虾游弋、水鸟飞翔的风
景线。多年来，新泾镇创建“绿色新
泾、精品小镇、善治社区、乐活家
园”的美丽社区，锦上添花，精益求
精，精心打造周家浜及河畔地带成
为“江南韵”“生态风”“小镇味”
的美丽景观，构建成为富有人文魅
力、便捷通畅、安全舒适的文化滨水
公共空间，成为深受广大居民喜爱
的家门口的“好去处”“会客厅”。

剑河路至平塘路一段，那是周
家浜文化滨水公共空间最亮丽景

观，赋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周
浦撷阳”。它集农村古宅、健康步
道、百米画卷、休憩运动设施于一
体，独具特色，富有魅力。我经常漫
步在周浦撷阳，流连忘返，常看常
新，陶醉不已……

我信步走进周浦撷阳，放眼望
去，那高大伟岸的香樟，那枝条飘拂
的杨柳，那低矮葱郁的灌木，那多姿
多彩的花草，构成了一片郁郁葱葱
的绿色世界、天然氧吧，一条紫红色
的健身步道向前伸展。我徜徉在健
身步道上，欣赏绿色，享受绿色，呼
吸清新空气，顿觉满目清凉，心胸舒
坦，无比温馨。我由衷地感叹：这是
多么美的地方啊！

走过古朴典雅的门廊，一排错
落有致的农村古宅临河而建。青砖
瓦黛、飞檐翘角、木雕花窗，处处流
露着江南水乡的神韵。房屋前，那石
磨、石臼、风车、瓦缸等，静静诉说着
过往的岁月，那“牧童骑放牛”“掏
鸟窝的顽皮孩子”“九子游戏”等
雕塑小品，展现了一幅农耕故里都
市村庄的画面，让人感受到那份早
已远去的农耕生活。这不仅美化了

周浦撷阳，也让人们了解到父辈们
的辛苦和劳作，提醒人们传承农耕
文化是多么重要。

这古朴典雅的农村景观，勾起
了我对故乡的回忆和思念。看到石
磨、石臼，我想起了那些充满童真童
趣的童年生活，那在石臼上舂糯米
粉，那在石磨上牵磨磨面粉的情景
依然清晰。农村的孩子早劳动、爱劳
动，想起自己小辰光做家务为母亲
分忧，减轻母亲的负担，至今还觉得
那是最开心最自豪的事。

“牧童骑放牛”的雕塑由三头
水牛和两个牧童组成。一头趴在地
上的水牛背上驮着两个牧童，一位

吹着笛子，另一位则侧耳聆听着笛
声，脸上洋溢着微笑。在崇明农场多
年相陪水牛的经历，使我有着一种
特殊的惜牛爱牛的感情，我情不自
禁地偎依在水牛身旁，伸手轻轻地
抚摸着牛背，思绪却飞向   多年
前在农场用牛平整水稻插秧田的
情景，缅怀那些年曾经用过的那头
名叫“大壮”的水牛。农场是我的
诗和远方，我在农场生活了   多
年，对农场有着浓浓的乡愁、温馨
的回忆。

再往深处走，一堵依墙而建的
《新泾镇史图》百米画卷映入眼帘。
《新泾镇史图》画卷分古迹、村貌、

习俗、农耕、副业、企业、文体、关怀、
进程等篇章，通过   余个历史和
现实的场景，生动地描绘了新泾镇
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折射出新泾
人的智慧和能量，反映了新泾镇沧
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仿佛是一部活
生生的历史长卷，实为新泾版的
“清明上河图”。我细细品味着画
卷，不禁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我
佩服新泾镇的不凡过往，为新泾镇
的飞跃发展所欢欣，为新泾镇的美
好前景所鼓舞！这使我全方位地
了解新泾，熟悉新泾，从而热爱新
泾，奉献新泾，为当一个新新泾人
而自豪！

“闹”元宵
文 黄发明

火树银花不夜天，红红火火闹
元宵。当春节的热闹渐渐散去，正月
十五的元宵又将春节后的热闹重新
点燃。元宵是整个春节的压轴大戏，
也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俗狂欢，闹
完了元宵，才算是真正过完了年。

元宵怎么“闹”？与春节不同的
是，元宵不再刻意强调“回家”“团
聚”，而是看重渲染热闹、欢乐的
气氛。

元宵，闹些什么呢？张灯结彩、
舞龙舞狮、踩高跷、走马灯、划龙船
……缤纷灿烂，玩也玩不完，闹也闹
不够，而观灯、猜灯谜、吃汤圆，则是
元宵节的核心内容。

元宵节，到处张灯结彩，在街
头、在商家，尤其在公园，彩灯高挂，
大大小小的公园，都会举办灯会，梅
花灯、鱼儿灯、马儿灯、兔儿灯，还有
各种宫灯，花鸟鱼虫，吉祥花卉的
灯，造型各异，琳琅满目，到了晚上，
更是成了灯的世界，尤其是猜灯谜
游戏，吸引无数游客，尤其是孩子，
驻足沉思，还吵着要身边的父母帮
他猜，因为猜中者有奖，一旦得到奖
品，雀跃高兴，无比喜悦。

孩子们更喜欢玩的是兔子灯，
将城隍庙买来的兔子灯，在兔子灯
肚内点上蜡烛，再系上一根绳子，便
可拉着兔子灯在小区花园内、弄堂
里、人行道上、来回奔跑，往往会吸
引好几个孩子聚在一起，  多只兔
子灯结成一条长长的兔子灯队伍，
兔子灯的小轮与路面磨擦发出的沙
沙声响，构成元宵夜特有的欢快乐
曲，兔子灯的烛光，在月光下、路灯
下隐约闪现，给元宵夜的闯灯增添
了神秘色彩，呈现了一场独特的元
宵视觉盛宴。

元宵节另一重头戏是吃汤圆，
那是家家户户桌上的必备食品。传
说中，汤圆起源于唐代，唐玄宗为了
犒劳大将军郭子仪，命膳房正月十
五元宵节，以上好糯米，做成独特食
品的名宴，御房厨师，灵机一动，创
造出香糯软甜的圆子，献给皇上，唐
玄宗尝了一口，赞不绝口，就把这东
西叫做“唐圆”，象征唐朝统一天
下，因为“唐圆”是元宵节晚上吃
的，所以，民间把它叫作“元宵”，但
是，后来元宵改称为汤圆。

元宵，观花灯，看杂戏，猜灯谜，
玩兔灯，吃汤圆，把一个元宵节闹得
热闹欢乐，淋漓尽致。

光影
新泾

从麦克利劳路到淮阴路
路名更迭里藏着悠久的上海记忆

淮阴路是民国初期由英国人修

建的， 当时以英国人名命名为麦克

利劳路。 沿路建起了很多外国人的

花园别墅， 如今仍有一部分保留着

历史的风貌 。 1950 年改名为淮阴

路，当时的淮阴路呈东西走向，连接

虹桥路和哈密路，全长 1.9 公里，曾

是西郊区政府所在地。 在西郊区撤

区并入上海县后， 淮阴路东段划入

西郊宾馆， 淮阴路西段则成为目前

大家所熟悉的道路主体。 如今的淮

阴路，已经旧貌换新颜，淮阴路和沿

路留存下来的百年老别墅， 不仅见

证了新泾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

历史，也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