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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气、烟火味
是否要保留

生死观各有不同
尊重每个人选择

话题
网评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

论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 ! ! !昨日，《琼瑶呼唤“尊严死”小辈究竟怎
么办》一文在新民邻声 !""话题板块呈现
后，引发热议，以下为部分网友评论：

#顾苇#我理解琼瑶的生死观" 我也希

望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度治疗" 健康时精

彩生活#无憾即可"

#冯济民#在病人意识清楚的前提下#

生死的选择权应属于病人自己" 插胃管#切

气管#靠呼吸机之类生不如死的治疗#我个

人不会选择"

#王国章# 尊重每个人离开世界的方

式#但如每个人都$草草了事%#探索生命的

机会就少了#医学界进步就小了"

#崔志勇# 其实有的老人提出 $安乐

死%#是怕小辈守护自己受累#怕巨额医疗费

带来经济压力"

#颜建民# 琼瑶的呼唤代表一部分老

人面对死亡的理性态度" 作为小辈#要充分

了解老人意愿#同时听取医生意见" 单方面

满足老人$尊严死%#是不尊重医学的表现"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活动推荐

! ! ! !古北地区的日料聚集地之一———古
羊路休闲街前天关店拆迁了。从吴江路美
食街的升级，到彭浦夜市、枣阳路夜市的
整治，在烟火缭绕的街边夜市消失的同
时，本市启动“打造具有国际消费城市特
征的夜市模式”，力争年内推出四五个“地
标型夜市”。但在“吃货们”看来，开进商
场、引入连锁餐饮品牌的新型夜市干净、
卫生了，却少了几分市井气、烟火味。如何
在升级换代后保留夜市特色，值得探讨。

街边夜市逐渐消失
“再见古羊路。”这些天以来，赶来再吃

上一顿以缅怀昔日时光的市民可不少。由于
要建设轨交 #$号线，这条聚集了几十家餐
厅的美食街，不得不整体拆迁了。
“我们刚结婚的那两年，晚上经常会

到古羊路吃一顿，然后慢慢散步回去。”家
住古北的闵先生一家上周再次来到古羊
路，想把当年吃了无数顿夜宵的日料小馆
再回味一遍。特地从静安赶来的钱小姐是
和同事们一起来的，她告诉记者，此前并
不知道古羊路是一条美食街，只是随着彭
浦夜市、铜川路海鲜的消失，觉得热闹的
夜市在减少，听说古羊路也要步后尘，赶
紧过来体验一回，“赶一趟末班车”。

吴江路、乍浦路、彭浦新村、枣阳路、

铜川路……都是曾闻名沪上的美食街，但
如今除了“改头换面”的吴江路仍主打美
食外，其他夜市渐次消失。这些自发形成
的夜市曾经是上海夜生活的一抹亮色，不
得不说再见的当年，很是有过一番不舍。

新模式$浮出水面%

从 %月 #日起，轨交 #号线、&号线、
'号线、(号线、)号线、*+号线（不含 &号
线东延伸）逢常态周末（周五、周六）及节
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延长运营 ,+ 分
钟，到 -+*(年底，上海中心城区地铁运营
时间将过零点。这给本市的“夜间经济”发
展创造了条件。日前，市商务委透露，本市
将按照建设国际消费城市的要求，做大做
强三大夜市模式：一是大学路、新天地、吴
江路等的“特色街”模式，今年要扩大其影
响力，产生一两个地标型夜市；二是以“周
浦夜市”“川沙夜市”为代表的“餐饮集聚
型夜市广场”，将扩大其辐射半径，让广大
游客和市民近悦远来；三是“商旅文体融
合性夜市”，例如七宝万科美食广场打造
上海老字号美食汇，大宁宝燕商城以“生
鲜超市.餐饮”的模式提供体验消费等。

市商务委副主任吴星宝此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夜市的发展走过了几

个阶段，从小摊小贩到如今以特色商业街
区为载体，把夜市的元素装进去，关键是
“既要吃得好，又要吃得安全”。

食客希望更加亲民
夜市越做越规范，不过不少“吃货们”

对新型夜市的“规范”有些不适感。“夜市
要热闹要有点乱糟糟，各类小吃挤在一
块，卖什么的都有，才是夜市的感觉。如果
搬到室内，氛围就不同了。”
上海商业经济学会会长齐晓斋认为，

上海有 &/++万常住人口、每年 &亿多人
次游客、(++多万老外，现有的夜市是远
远不够的。“脏乱差的夜市一定要整治，但
在新开夜市方面，除了将其引入商场，打
造特色街等，是否可以在市区的购物中心
广场、社区大广场上，开设周末晚上设摊
的临时夜市，既满足周边居民放松身心的
需求，也可以让游客体味风土人情。”

他表示，夜市的规矩一定要做，比方
说从业人员的健康证、经营证件等要齐
全，但个性也要有，别具一格的特色小吃，
独特设计的各色物品等，都能在夜市上出
现。“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香港、台湾，既
有高端一点的兰桂坊，也可以有亲民一点
的士林夜市。”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久病床前有孝媳
社区新发现

! ! !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在崇明
陈家镇，却流传着一个“久病床前有孝
媳”的动人故事。对于瘫痪多年的婆婆，
她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侍婆如母，她就是
陈家镇的陈美珍。

不久前，'*岁的陈美珍获得了崇明
区“瀛洲好人”荣誉称号。她还曾经荣获
过 &+*0年度美德陈家镇五好人物之“好
婆媳”称号，而这一个个红彤彤的荣誉称
号背后，是她数年如一日服侍婆婆的感
人孝心。

-+*-年 *+月，婆婆查出腿脚患病，
两个月后，病情加重的婆婆已经无法自
己行走，“婆婆不能走，每次上卫生间，要
我抱着她去，再抱着她回来。”-+*,年初，
婆婆彻底瘫痪在床，陈美珍照顾得愈发细
致周到，从不怠慢。四年来，陈美珍老人每
天一起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不能自
理的婆婆，一日三餐、梳洗擦身等生活琐

事构成了陈美珍四年多来的每一天。
婆婆身体不好，瘫痪在床，手脚常常

冰凉，老人家的身体一直是陈美珍最关
心的事情，每当婆婆感觉手脚凉时，陈阿
姨就会帮她灌上一个暖水袋。不久前，)0
岁高寿的婆婆因病离开了人世。老人去
世后，陈阿姨的女儿怕她看到热水袋想
起去世的奶奶，就把热水袋藏了起来。
热水袋可以藏，然而思念藏不住。陈

美珍和婆婆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从来
没有发生过口角，邻居们都说不像婆媳
倒像母女。邻居们羡慕婆婆，佩服媳妇，
感叹陈美珍这个媳妇比女儿还亲。
陈美珍有三个女儿，他们对奶奶也

是非常孝顺。陈美珍通过言传身教，将这
最传统最珍贵的孝道教给自己的子女，
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
我们相信，这孝道还会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成为这个普通家庭最骄傲的家风和
最宝贵的财富。

社区联络员 江宜繁

社区全媒体 叶晓雯

!!!"瀛洲好人#陈美珍的故事

! ! !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三月，“小邻”将
送出免费房券。这一次，“小邻”将与你一
起远离都市，来到沪上“纯岛屿”酒
店———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畅享春日
好时光。

今天 *012+3&*14+，打开新民邻声

首页“免费抢票”活动，豪华房券等你
来抢，中奖用户将免费获得每人 * 张
免费房券。欲知详细获奖名单及领奖
方式，请于明天 ) 时 4+ 分起，登录“新
民邻声”查看。

社区全媒体 包琴娜

上海夜市
升级换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