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民银
发社区”，就是
关心自己，关
心父母，关心
父母的父母

! ! ! !闻名遐迩的苏州河，经过三期不
懈的整治，变得水清岸美，成了上海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许是孤陋寡闻，
几经婉转弯曲流经市区的苏州河过
了北新泾，就更名为吴淞江。原先我
对此感知是陌生的，直接对吴淞江的
了解缘于三十而立的女儿权衡再三
在华漕地区选购了一套电梯房，小区
北侧毗邻吴淞江，可谓炙手可热的水
景房。为了接送小外孙读书，我和爱
人特意在女儿新居住了一年光景，晨
夕闲暇，好动的我喜欢到吴淞江边散
步，而这份雅趣却在当时成了奢望。

原来不散步不知道，去了一看吓
一跳，同一水域的吴淞江与苏州河截
然相反，不仅汩汩江水不时泛着黑
臭，而且沿江北岸违建比比皆是，钢材
市场和砂石临时码头环境更是“脏乱
差”。非但行人望而却步，就连苏州河上
近年常能见到的水鸟，也有意避开了
这段岸线长达 !公里的混浊水域。

值得庆幸的是 "#$%年初，吴淞
江北岸江桥段被市政府列为全市十
七个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区域
之一，流经闵行、嘉定、青浦长达 !&

余公里的吴淞江拉开了水环境整治
的帷幕，开始了大转变。

所在区、镇两级会同条线主管单
位纷纷签订了责任包干书，层层立下
军令状：谁家孩子谁家抱。河道污染
问题暴露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三个
区牵头组织的执法队伍令行禁止，沿
江岸多年形成的二十余万平方米违
建顽症摧枯拉朽般被限期拆除，三百
多户违法经营户也全部依法清退，进
而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物入江。

三个区经过短短一年多合力整

治，昔日的吴淞江旧貌换新颜。
现在，吴淞江江桥段临水而建的

生态长廊修茸一新，黑色自行车道、
红色跑步道、绿色慢行步道，远远望
去宛如一条彩练镶嵌于江边。移栽的
上千棵树木经春雨洗礼已抽枝吐绿，
行走其间满目青翠，令人心旷神怡；青
浦白鹤段整治后宽阔的河道两岸一片
苍翠，这个曾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辉
煌的千年古镇，如今又找回了原本的
洁净与美丽；嘉定安亭段也通过整治
重新焕发了生机，得到长效守护，并对
其 $'条支流也开展了河道疏浚、水系
沟通、截流纳管、新建护岸、种植绿化
等整治，明显改善河道水质和景观。

一滴水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
条吴淞江的整治效果则反映出上海
水环境可喜变化的缩影。据统计，上
海市范围内 "%&&余条大小不一的河
流，已逐步落实了不同层次的河长制
管理模式，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狠
抓责任落实，做好每一条河道的日常
管理。就连我曾栖息十余年的曹杨新
村，儿时的断头浜也变成了环绕新村
的一条清流，两岸护栏缀以灯光，每
当节假日就灯火闪烁，别有风采。

据市有关部门介绍，吴淞江的整
治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上海的
母亲河———苏州河连同吴淞江，到
"&"&年根据国家总体要求，不仅要
水清岸绿全线贯通，而且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要提升到 ()*，换言之就
是水体有鱼，生态达标。

而今常到吴淞江边散步的我，每
每望着奔流不息日渐变清澈的吴淞江
水，耳畔仿佛萦绕着习总书记关于“青
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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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信函往来是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七
星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通讯员刘树
森是广受欢迎的公众人物，通常小车隔天
跑一趟场部，大伙都急待通讯员回来，企盼
读到远方的来信。

那时尚未流行“隐私”一说，知青间相
互传阅家书亦是常事。我见到的大多家信，
台头都是：“!!吾儿：见字如面！……”有道
是：“家书抵万金”，字字寸草心！还有不少
信封的背后写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等，我
便依样画葫芦，也在寄往同学的信封后面
写过不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日
想来虽嫌粗俗，却倒也是真情表露。

令哈尔滨青年大惑不解的现象是：上
海人信封上的称谓，不论父母、兄妹、七大
姑八大姨，一律写作“同志”。有人问我，你
怎么管自己的母亲也叫同志呢？而东北人
的信封上则恭恭敬敬写上：“!!!父（母）亲
大人亲启”。原来上海人觉得信封是写给邮
递员看的，如同现在通称先生+小姐一般。
而东北人则认为该由收件人亲阅，犹如亲
手呈上。观念、习惯，地域文化的差异，可见
一斑。

我曾看到某女知青给求爱信的一纸回
复，内容无非是双方年少不宜早恋之类的
搪塞之词，落款是“知名不具”四个字。给人
感觉某女太有文化了。

还有一次，母亲来信中说给我买了新
的线裤已寄出，为方便起见在裆前开了一
条缝，又在信纸上添了“洞已挖好”四个大
字以示提醒。那天在兽医室，机耕队的刘德
华手里晃着我的这封家信，惊乍地大叫：
“老卓！什么洞已挖好？你家在挖什么洞？”
弄得我一时语塞，大伙喷饭大笑。

! ! !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爱上出国游，乘游轮坐飞机，
看看外面的世界，无疑是好事
情，只是旅途中我们常常会发
现有些老人的举止行为让人
“一言难尽”。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上餐馆吃饭把剩菜打包带回
家也是爱惜粮食的表现，可是
这在自助餐厅行不通，自助餐
厅明确规定：不准外带！豪华
游轮上大多会提供自助餐，酒
店早餐通常也是自助式的，亲
眼看见一些老年人吃完饭，掏
出一个塑料袋，偷偷地把面包
蛋糕往里装。虽然在你眼里，只
是把“没吃完”的带回去，免得
浪费，但在别人眼里，此举犹
如偷窃。正确的做法是，吃多
少，取多少，量力而行。既然我
们都有钱坐游轮出国游了，就
要遵守自助餐厅的规矩。

坐飞机时，飞机降落后还
没停稳，常常会看到不少老年
人忽地站了起来，迫不及待解
开安全带开始取头顶上的行

李。其实，在飞机没有解除滑梯预位，
准备开门之前，飞机随时有紧急制动
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头顶上的
行李滑落砸到自己怎么办？砸到别人
要你赔偿你怨谁？长途飞行是很累，在
平稳飞行的时间里，可以多起身，多站
立，多活动。但在飞机停稳前，还是请
好好地遵守民航规则，坐在自己的座
位上，别解开安全带。

走出国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的
都是中国人的形象。如今，经济条件好
了，素质文明也应该紧紧跟上，这样才
是走到哪都会受人尊敬的老年人。

! ! ! !几年前，正式退休赋闲的我，与一
家人忆苦思甜“我们这些老头子”时，
显得尤为有仪式感。特别面对着丰盛
饭桌讲到以前过的苦日子，好像三年
困难时期、凭票供应的艰苦时期，咂吧
着嘴的儿子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
不屑模样，就是一句“爸，又老革命了
吧”结束了我欲言又止的教育情怀。当
时 %岁的小孙子在一旁眨巴着眼睛，
热情地招呼我，吃，吃，一句“再也不会
让爷爷饿肚子”的童言一扫我的阴霾。

$,()年改革开放以后，似乎我们
的生活不再苦于填饱肚子的基本需
求。相较于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以
后出生的儿子已然是泡在糖水里“发
大”的。我们似乎也因为饿怕了，总担
心长身体的儿子吃不饱吃不好，想着
法子，变着花样让他吃饱吃好。久而久
之，挑肥拣瘦，以各种为由的不喜欢、
不爱吃“成就”了倒掉和扔掉，那些我
们曾经想也不敢想的浪费和奢侈。显
然小孙子早早就背起了“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抑或“四海无闲田，农夫
犹饿死”，都无法赶上随处可见的剩
菜、剩饭的节奏。

中国人的餐桌内容无疑是一部文
化史，更是对时代发展的进程可见一
斑。经济的迅速发展，时代的跨越，观
念的转变，使我们餐桌的“内容”悄然
地发生变化。曾经大碗的糙米饭就着

不见油水的矮脚小青菜，呼哧呼哧不
带停顿地填饱了肚子；从没有选择的
贫穷到计划供应，餐桌上有那么几个
特殊的日子飘来了令人神往的荤油的
香味。一滴也不能浪费的汤汁拌着白
饭下肚，不但填饱了肚子，更满足了欲
望；踏着奔小康的步伐，富裕的思想观
念首当其冲地体现在了我们对食物的
态度上，就是“多多益善”。

回想起近期参加过的婚宴，聊天
聊到最后起身的我目睹了已结束的酒
宴。回望大厅里的 "&余张大圆桌，装菜
的盘子在玻璃转盘上层层叠叠地堆着。
清蒸鲈鱼、奶油焗龙虾、牛仔骨等“硬菜”
都剩下多半，有的菜甚至一口也没动
过，吃完后也无人打包。耳边那一句“不
能让人觉得请客的人小气”为这一切盖
棺定论，附上了最名正言顺的理由。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你管不
着。”这是以前小孙子在被批评浪费食
物后的第一反应。面对吃不完的美食，
小孙子对倒背如流的古诗并不懂得其
中的意义；面对用不完的资源，对节俭
的概念也不知其所以然。

可是事情的转变似乎就在不经
意间。

硕大的“光盘行动”字样可谓横空
出世，从 "&-'年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
纸、新闻联播、地铁的广告和每一家餐
馆里。那个在我眼里还是个半大不小

的小孙子，还是悠哉地吃着我叫不上
名的零食，挨在我身旁装模作样地陪
我看着报纸。只是忽然小孙子拿着那
个沾满了混合着零食和口水的手指头
指着“光盘行动”的字样，非常兴奋地
告诉我，阿爷，这个我懂。“是啊，有哪
样你是不懂的呢？‘粒粒皆辛苦’你早
就倒背如流了啊。”未加思索的我一点
也没收敛起夹枪带棒的话语。

还是那个丰盛的餐桌，平日里嚷
嚷着要点这个喜欢的虾，那个也喜欢
的鸡翅，一副鱼与熊掌定要兼得的小
孙子有天似乎变得出乎意料地安静起
来。起初我以为不饿的小孙子吃起来
却一点也不含糊，而且临走的时候还
吩咐老头子我，把没吃完的鸡翅打包，
愣是惊得我连下巴也掉了。我边打包
边夸奖服务员，你们厨师的手艺大长
进啊，小孙子舍不得留在盘里的那些。
小孙子倒不以为然起来，“阿爷，‘光盘
行动’侬懂�？”

嘿嘿，这句“懂�”是小孙子的一
种成长，更是小孙子对这个节俭朴素
美德理解的一种真实体现。我想在近五
年里，社会面貌发生了量变到质变的变
化，各种习以为常的不良风气“拨乱反
正”。在这个精神洗涤的过程中，我们这
些老头子进行了传统美德的再教育，而
我们小孙子一辈正沿袭着美德的方向
积跬步，至千里，直至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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