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松江区的泗泾镇，去“泗泾大
街”排队买“阿六汤圆”，是当年许多
松江人元宵节的保留节目，但这样
的场景已有很多年不见了，因为“阿
六汤圆”差不多已失传。
“吃的时候，先咬上一小口，小

心吮吸尽里面的汤汁，然后细品慢
咽。”花甲之年的泗泾人张阿婆回味
起儿时的美食，意犹未尽。有一句打
油诗描述了当时的几样美味：“阿六
汤圆广利粽，洪喜摊粉味不同，腐干
出自三星斋，洪兴美酒酱同丰。”其
中张协兴汤团店初创于清光绪三十
一年（!"#$ 年），店主张六初，小名
“阿六”，所以他包的汤圆得名“阿六
汤圆”。

昨天，记者来到泗泾镇，寻找松
江人记忆中的美味。遍寻半条街，终
于在一位水果摊老板的指点下，找
到了 !! 岁的汪佩芳———“阿六汤
圆”创始人张六初的儿媳，当年她和
丈夫张凤祥继承父业，将家族生意
经营得异常红火，摊位前每天排满
了慕名而来的食客。回忆起当年的
盛况，汪佩芳流露出留恋之情，但问
及“阿六汤圆”为何消失时，王佩芳
三缄其口，不愿多提。

泗泾镇文史工作者李德复说：
“阿六家汤圆用料考究，用松江特色
香粳米磨成水磨粉，馅子选用纯精
腿猪肉，制成肉糜后再放入麻油、芝
麻粉及其他调味料。在制作汤圆时，

也有独到的手下功夫，搓、揿、揉、
捻、捏都恰到好处。并用肉皮熬成
冻，抹入肉馅中。烧煮汤圆还有特别
的火候要求，因此煮熟后晶莹剔透，
大而饱满，咬下去就是一包鲜美的
汤汁。”

"#$! 年张六初去世后，“阿六
汤圆”总共传了三代。现在张六初的
后代仍有定居在泗泾的，但都不再
从事饮食行业。现在，泗泾镇还有几
位会做“阿六汤圆”的老师傅，但大
多年岁已高。如今，对于消失 %&多
年的“阿六汤圆”，人们期待它能重
回餐桌，但理清知识产权关系、合理
经营管理，是其面临的棘手问题。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居嘉

赏花灯，猜灯谜，吃汤圆、舞狮子!!今天，从上海的中心城
区，到郊区乡镇，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节日气氛。元宵节，这个
以欢庆、团圆为特征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如今也被赋予了更多
的时代气息。

!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欢奔
雀跃的“鲢鱼舞”，张合起伏的“鹬
蚌舞”，有悠久历史的“莲湘舞”
“花篮舞”“荡湖船”“秧歌舞”……
今天，各种洋溢着浓郁川沙民俗
风情的传统节目，出现在浦东新
区川沙新镇举办的“闹元宵”民俗
文化的巡游队伍中。

民俗文化巡游从主会场古城
墙公园开始，来自社区的文化团
队表演了《看龙舟》《对答山歌》
《同心建设新川沙》等节目，'"支
充溢着川沙本土风情的巡游队
伍，沿着古镇旅游圈作了两轮行
街表演。在刚修复的“牌楼桥”高
大的牌坊下，巡演达到了高潮。

! ! ! !昨天上午，闸北区彭浦新村街
道闻喜路 """&弄小区内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创意无限的“开心绘灯

笼，环保闹元宵”活动。
来自街道 ((个居民区的居民

和临汾路小学的同学们欢聚一堂，

一边欣赏自己绘制的 (&& 多个彩
灯笼，一边不停地穿梭于 )个 *+,

创意环保角落，宣传环保闹元宵的
理念。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摄影报道

! ! ! !本报讯（记者 袁玮 通讯员
王奇伟）参加者每答对一题就能
获得一张“福字贴”和一张印有徽
章的卡纸，集满三张徽章卡还能
兑换一次抽奖机会。活动现场，带
着孙子一齐上阵的居民老赵赢得
了一叠“福字贴”，他笑得合不拢
嘴，这是徐汇区康健街道民俗元
宵系列活动的一个场景。
今年元宵节，康健街道推出

“马蹄声声贺佳节，康健街道喜团
圆”民俗元宵系列活动，将民俗传

统融合当代潮流元素，为社区居
民带来传统佳节“新赏味”。
今天，漕河泾文化活动中心

灯笼高挂，锣鼓齐鸣。漕河泾社区
居民、附近白领近 '-&&人来到这
里参与活动共庆元宵佳节。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

感受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昨
天下午，天平街道襄南居委会举
办了庆元宵包汤圆活动，众多社
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提前过元
宵节。

! ! !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实习
生 吉佳妮）昨天，.-'/年上海市
“我们的节日·元宵”暨奉贤区“好
家训好家风”主题展示活动在奉
贤区举行。
全国文明村奉贤区南桥镇杨

王村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上海民
间艺人和当地村民为群众展示了
捏面人、糖画、中国节、草编、棉花
糖、剪影、漫画、小丑气球、庄行土

布画、南桥撕纸、折纸、现场书法
绘画等具有上海和奉贤特色的传
统民间艺术，将传统文化的光辉
和精髓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尽情
展示；大家在观赏色彩缤纷、形态
各异的花灯同时猜谜答题；元宵
节少不了吃元宵，在农家会所食
堂，村民、居民动手做元宵比赛热
闹非凡，老人、青年、小孩一起，以
家庭为单位包元宵、品元宵。

! ! ! !本报讯 （记者 宋宁华）今
天上午，静安区党员服务中心举
办了“元宵佳节乐 五星一家亲”
庆元宵主题活动，邀请了来自静
安区各个基层工作岗位 '% 个
“新上海人”家庭一同来闹元宵。

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许
下自己的小心愿”活动，这些“新

上海人”家庭代表现场在心愿卡
上写上自己的新年期盼，挂在精
心装扮的许愿树上。党员服务中
心将这些心愿收集起来，作为
$-'/ 年中心服务项目之一———
“小心愿大家帮”的内容，希望在
$-'/ 年集聚党组织和社会的力
量，帮助他们实现心愿。

! ! !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小 记
者 左妍）“现包现煮的汤圆，尝一
口咧！”昨天，松江泗泾江川路居
委会老年活动室内里热闹非凡，
!-多名社区志愿者包起了汤圆。
社区里孤寡老人和特殊人群多，
志愿者们现包现煮，再一份份送
到居民家中，让居民提前感受元
宵节氛围。
上午 !时 (-分，制作现场已

是人声鼎沸。志愿者围坐成五六
桌，按平时一起活动的组别，有
老年健身组的，有老年舞蹈队
的，每一桌都自备素材，现场揉
面、制作馅料，做出的汤圆味道
各不相同。不一会儿，各桌的汤
圆都开锅了，活动室里热气腾
腾。半天时间，志愿者包出近
)--个汤圆，其中 (--多个送到
了居民家中。

! ! ! ! %--位居民中将有一位人
瑞———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永嘉社
区堪称申城“长寿社区”。
元宵前夕，记者走访“长寿社

区”感受到浓浓的温情。
/个'(岁的孩子，各捧一碗刚出

锅的汤团，恭恭敬敬放到餐桌上，请
'-(岁徐詠诗老人尝尝，问一声“元

宵好”！
“白的，个子大，还有绿的、紫

的、黄的，谢谢，谢谢！”徐老太像孩
子那样把四色汤团数了一遍，然后，
挑了个最大的，津津有味吃起来。
昨天，永嘉社区的人瑞“元宵问

候”从徐老太开始。元宵节，为百岁
老人送汤团是永嘉社区的“保留节

目”。“节目”的主角，除了吃汤团的
百岁老人，还有包汤团、送汤团的
“元宵使者”———可爱的孩子们。今
年，永昌私立学校的孩子来做“元宵
使者”。

“我们社区有户籍居民 /---

人，百岁老人目前是 /位，再过不足
'-个月就增加到 !位，%--人中就
会有一位人瑞！”永嘉社区党支部书
记颜琳说，这样的“社区人瑞比”，居
民很自豪。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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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巡游上演传统歌舞

民俗活动融合潮流元素

主题展示“好家训好家风”

“新上海人”许个小心愿

爱心汤圆送到孤老手里

绘灯笼 讲环保 创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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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松江人记忆中的元宵节美味

“阿六汤圆”去哪儿了？

! ! ! !马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恰好
和西方情人节“喜相逢”，'#年一遇
的好日子，让今天成为 $-'/年首个
结婚登记高峰日。前来登记的新人
们说：“今天，我们从情侣变成家人，
共度佳节，分享甜蜜。”
上午 !时，杨浦区民政局“双

节”主题背景板前人头攒动，两两相

依的新人们在清晨的寒风中拿号、
排队、等待，工作人员说，最早的一
对 )时半就到了。不到 #时，已有
')-余对新人现场领号。“今天差不
多是全年最忙的一天，本来周五上
午应该是调试设备，不拍照的，但今
天是‘双节’，全天服务。”

!时半刚过，首对领到结婚证

的仇达辉和新娘牵手走入“玫瑰颁
证厅”。“我们春节前就在网上预约
了，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号。”新娘父
亲全程更是拿着手机拍摄，笑得眼
睛也眯成了一条缝。
而在婚登大厅内，一身黄色旗

袍的钱丽引人注目，拿到 (-号的她
和男友 0时 '-分就赶到了民政局，

正等待 #时的吉时。“今天是我们恋
爱的第 $)$)天。”她一脸甜蜜，“我
们恋爱 0年了。”巧合的是，他们遇
到了今天也来登记结婚的初中同
学，两对新人立马自拍起来。

在一对对笑语盈盈的新人中，
埋头填资料的马伟却只有一个人，
放在桌上的军官证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我女朋友还没来呢，在地铁
上。”他说，他是河南人，在上海当兵
后落户杨浦区，和女友经过 %年多
的爱情长跑后，决定在今天结婚。不
过，新娘子却迟到了，原来她还在从
常州赶来上海的路上。“结婚后，她
应该会跟着我住在上海了。”马伟腼
腆一笑。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杨浦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上午速写
双节十九载一遇情侣今朝成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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