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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兆章!#$岁! 崇明
县庙镇爱民村人!退休前是
一名农村小学语文老师" 两年
前!一贯省吃俭用的他突然取出了
家中全部积蓄! 可他既不买房又不
买车! 子女们又早已成家立业!要
这一大笔钱意欲何为# 施兆章给
出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 他要
在自己家中办一个文化
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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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老人送锦旗表谢意

日前! 嘉定区安亭镇社会

福利院重症护理区一位老人的

家属向院方送上一面锦旗!感

谢雷世明医生对老人的悉心照

顾"前不久!院方收治了这名患

直肠癌晚期的老人" 由于病情

严重! 入院时老人已留置导尿

管! 只有每天多次冲洗才能使

导尿管不被堵塞" 雷世明是安

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

师! 负责福利院重症及全护理

区老人的医疗服务! 尽管每天

仅查房就要 !""多人!但他不

管多忙总是抽时间定时给老人

冲洗膀胱和换药" 在他精心治

疗和护理下! 老人身体状况比

入院时好了很多" !刘必华"

%一盆一世界& 花展

春意浓

近日! 新江湾城老年协会

#一盆一世界$花卉展在时代花

园托老所活动室举行% 虽冬日

里的雨让人感觉湿冷湿冷的!

大家依然热情高涨前来观赏"

&一盆一世界$ 有新江湾城街

道的 !# 个活动室参与约 $#

盆花卉% 一盆盆红花绿叶相互

辉映!姹紫嫣红!缤纷多彩% 不

仅造型美观大方!而且吐纳芬

芳!别有一番情趣% 漫步其间!

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动感和绿

色生命的旋律% !魏鸣放"

腊八粥香飘龙华社区

!月 #$日!传统佳节&腊

八节$!龙华街道龙南七村小区

的居委干部们在这个传统佳

节! 煮了满满两大桶腊八粥送

给小区 %""多位居民们%

龙华街道龙南七村的居

委干部们在书记袁蓓'主任张

梓琪带领下去超市选购材料!

有红枣'莲心'桂圆'芸豆'赤

豆'薏仁'雪糯米'白糯米'大

米'冰糖等十样材料!象征着

十全十美! 大家分工淘洗!并

在活动当天和大门口点心店

老板协调沟通!借炉!借锅" 不

一会!一大桶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顺利出炉!居民们手捧着滚

烫的腊八粥!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 居委干部们还逐个上门给

小区的孤老以及为小区工作

付出大量心血的志愿者们送

上温暖飘香的腊八粥"

!冯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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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办活动室

远看施兆章的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
的崇明农家小院。近看，才发现繁体字题的
“施氏楼”!个字，大门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朝晖夕露怡沁亭，依水傍河红梅阁”夹
道欢迎；走进一看，有一间屋子似乎有些
特别。

这间屋子 "#多平方米，房间内的墙壁
上张贴着各类文史资料，墙边的两个书橱
内摆放着出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近几
年的文学书刊，屋子里安放着由两张长桌
拼成的会议桌，桌子两边排列着 $%多张椅
子，靠窗一侧另有一台台式电脑，电脑桌
上方一个 &% 英寸的液晶显示屏格外醒
目。屋子外，还矗立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六
角亭，亭内供人喝茶休息。如此布局，给人
的第一感觉这分明是一个袖珍型的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然而，这的确是施兆章自
掏腰包建起来的。

施老伯为啥自掏腰包建“活动中心”？
原来，施兆章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写作，
二是打乒乓球。可家中书房里的藏书越来
越多，施兆章觉得地方不够用了；至于打乒
乓球，有时也因为场地原因，难以如愿。
'%$'年冬天，他终于酝酿起了一个“计划”
并付诸行动：建一个文化活动室，供自己和
老朋友们在一起读书交流，休息时还能打
打乒乓球。“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老年
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也有了更加高
的精神追求。乡镇的文化活动室虽好，可总
不如在自己家里舒服。”施兆章笑呵呵地
说。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家中原来的一间
住房被改造成了文化活动室。为增添文化
氛围，他还设计了一个六角亭，这可把农村
的泥水匠们难倒了，他们农村小别墅盖得
多了，可从来没造过这种建筑，如何是好？
没办法，施兆章只得亲自上阵，为泥水匠们
“指点江山”。

历时近一年，施兆章的文化活动室终
于全部完工了。最后掐指一算，整个活动室
花费共计 $%多万元。施兆章说，他感激老
伴和子女的支持，他们不仅没有反对，儿子
还私底下悄悄问他：“老爸，钱够不够？不够
我这儿有。”

又过了几个月，文化活动室算“对外开
放”了，吸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这里做
客。他们在一起读书看报，看累了，就在长
桌上架起乒乓球网，来一场“较量”。数月
前，施兆章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一个文化
活动室“落成典礼”，多位在市区和外地的
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也前来给老施捧场。

编撰施氏家谱$%代

张贴在活动室墙壁上的各类文史资料
中，当属“施氏家谱”最为醒目。施兆章介绍
说，姓“施”者在全国不多，在崇明却很多，
是继黄、陈后的崇明第三大姓，约有 &万
人。崇明不少施姓后人都曾自编《施氏家
谱》，但因种种原因，或失佚或不完整。“我
感到作为施姓的子孙，有责任和义务重新
修订施氏家谱。”施兆章在几年前开始了编
撰家谱的工作，查阅历史文献、县志和他人
编撰的《施氏家谱》，再去民间逐一走访施
姓老人，从他们口中得到第一手资料。

目前，施兆章的家谱已经有模有样，
从得姓始祖———春秋鲁国惠公之子施父，
到迁崇始祖施天瑞，再到如今第 ()代施
姓后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脉络。他的这
份《施氏家谱》被权威网站转载，供更多人
研究和参考。还有不少崇明和外地的施姓
后人对自家家谱很感兴趣，特意跑到施兆
章的活动室里，刨根问底。就在前几天，一
位来自上海浦东的老先生辗转找到施兆
章，开口就问：“我老父亲 )"岁了，几天前
突然告诉我，我们家祖上是崇明的，要我
去崇明查查我们的家谱。您能帮助我吗？”
热心的施兆章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戴上
老花镜，开始查阅资料。

有人对施兆章花大精力编撰家谱有些
不以为然：“把这个搞得那么清楚有什么
用，再说也不一定准确啊。”而在明眼人看
来，老施的家谱虽然称不上尽善尽美，但至
少是一种可贵的文化传承。“现在一些年轻
人，别说家谱了，就连爷爷辈的亲人名字和
该怎么称呼都不知道。”

文学是一生的爱好

编撰家谱是施兆章最近几年的工作，
而文学创作则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施兆章对文学格
外喜好。但他年轻时忙于语文教学，没有
一门心思去钻研写作，直到退休在家后，
他终于开始了“业余作家”的创作生涯，十
年来，在各类文学网站、杂志等发表了数
以百计的作品，'%$' 年出版作品《啸歌
集》。赶时髦的老施还在 '%%(年开设了新
浪博客“施姓文化”，在博客上发表自己的
作品，与友人互动交流创作心得。不少文
学爱好者和知名作家都与他成了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

$% 多年前刚开始用电脑写作时，
施兆章连键盘上的大写英文字母都不
认识，他从一个个字母认起，别人学五
笔输入法，他就学简便易学的二笔输入
法，前后历时半年多，终于能在电脑上熟
练打字了。“我们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
力或许差一些，但只要有恒心，一样能学
会。你看，在电脑上写作想修改哪里就
修改哪里，可比原先方便多了。”

施兆章给活动室取了个特
有文学气息的名字：燕归堂。如
今，燕归堂正吸引着庙镇周边
越来越多喜爱读书、喜欢文学
的老年人加入，老伙计们过起
了一个幸福的“文化晚年”。

友人送施兆章对联一
副：斗室生辉满屋书香气，励
志卅载终圆文学梦；横批是：
文化活动室自家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