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道婆纪念公园举办母亲节主题活动：

比起康乃馨，更应送妈妈这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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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

放。 ”5 月 12 日是母亲节，一阵

阵纯净的歌声回响在徐汇区黄

道婆纪念公园的江南庭院内，一

群手捧着洁白棉花束的儿童围

绕在“先棉”黄道婆雕像前，献唱

《萱草花》。

萱草是中国母亲花，自《诗

经》记载以来已近 3000 年历史，

从“焉得谖（即萱）草，言树之背

（通北）”到南北朝时王融的“思君

如萱草，一见乃忘忧”，再到唐李

白的“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

南宋朱熹的“阶前树萱草，与子俱

忘忧”，萱草一直被历代文人所咏

颂。萱草又被称为“忘忧草”，是因

为游子远行前， 要在母亲住的北

堂前后栽种萱草以表达对母亲的

惦念、减少母亲的相思苦。 于是，

萱草逐渐地与母亲联系紧密起

来，萱草也由“忘忧”意象逐步扩

展到代指“母亲”。

作为棉纺织的行业神，黄道

婆被民众奉为“黄母”。 黄道婆纪

念馆学术顾问、 上海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

负责人方云介绍， 上海民间一直

有“黄母诞辰”祭祀先棉的传统。

今年的母亲节与民间黄母的诞辰

（农历四月初六） 正好相差一天，

在黄道婆纪念馆特别举办“萱花

映母爱 童心敬先棉” 的活动，希

望能依托先棉故里与国家级非遗

乌泥泾棉纺织， 在黄母故里打造

“黄母诞———上海母亲节”， 传承

棉纺织非遗与先棉精神。

一场名为《中国母亲花萱草

的文化意象与当代传承》的学术

对谈， 为参加活动的 15 组家庭

及现场嘉宾诠释了中国的慈孝

文化。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传承与

应用中心主任田兆元认为，母亲

是家庭的灵魂与核心，对母亲的

祝福与赞美，对母亲的祈福与怀

念，是我们对和谐美好家庭生活

的向往，也是对国家祥和昌盛的

祈盼。众多杰出母亲代表组成了

中华母亲的群相谱系，例如先蚕

嫘祖是西南地区母亲的代表，西

王母是西北地区的母亲代表，孟

母是山东地区的代表，而先棉黄

道婆则是当之无愧的江南地区

母亲代表。

在活动现场，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研究

院教授、上海高校智库首席专家

张治国讲述了中国母亲花萱草

的文化意象及当代应用与栽培

技术。 张治国介绍，萱草在中国

的栽培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名

花，也是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之

一；其文化底蕴深厚，唐代以来

就已成为母亲的代称。在当代科

技研发与栽培技术下，中国的萱

草品种繁多，观赏价值高、抗性

好，同时具备观赏、食用、医用、

化妆品等广泛用途。令人遗憾的

是，自上世纪初，外来植物康乃

馨传入中国并逐渐扩展开来，中

国的萱草母亲形象则日益消减。

他认为， 在树立文化自信的今

日，尤其是在先棉故里，有必要

向青年群体传播中国母亲花萱

草文化。

在棉纺实践基地，奉茶礼成

为孩子向母亲致敬的最好表达

方式。 在纪念公园老师的带领

下，亲子家庭共同制作了植物染

萱草花与棉花手作，尝试用传统

手工织布的温度来为这束明艳

的中华母亲花再添华彩。此次活

动还邀请金桥国际幸福儿童合

唱团演绎《萱草花》《二十四节气

歌》《如梦令》等国风歌曲。

此次活动由徐汇区华泾镇

社发办、华泾镇妇联主办，黄道

婆纪念公园、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

承办。

（来源：上观新闻）

5 月 11 日， 徐汇区各民主党

派区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培

训班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开班。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区社会主义

学院院长秦丽萍出席开班式并作

动员。

秦丽萍代表中共徐汇区委向

各民主党派区委负责人以及无党

派人士长期以来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并指出本次培训将突出政治

理论学习底色， 突出多党合作本

色，旨在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

各民主党派区委、无党派人士班子

建设。 她要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无党派人士代表对照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的深刻内涵，带头加强理论

储备，加强能力锻造，以知促行，以

行促知。

据了解，5 月 11 日至 5 月 15

日，学员们将赴中共延安市委党校

进行为期 5 天的培训。 开班当日，

复旦大学教授肖存良为学员们带

来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好发展好

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开班

第一课。

徐汇区各民主党派区委负责人、

无党派人士代表培训班开班

�记者 李梦婷 肖乐鑫

（上接第 1 版）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鲫鱼了。”杨女士还

指着厨房外的绿地回忆道：“这后面， 我小时候经常和小

伙伴去抓鱼、抓蛙，有很多回忆。”这里藏着关于黄浦江畔

捕鱼岁月的温馨画面，与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我在这边

出生到现在，也有 41 年了，很舍不得，但是政府给我们这

么好的政策，给我们开启美好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 ”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有三代同堂在小区门口合影留念

的， 也有居民选择在自家楼下拍照。 有的居民还翻出

1951 年颁发给沙家浜渔民的土地证激动地表示，从渔民

房子到小区房子，现在能够又遇到城市更新的机会，生活

品质更高了。 1998 年搬来的钱叔叔开心地分享道：“搬过

来我感觉生活是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都很激动，要搬新家

了，过去想了多少年终于实现了搬迁，迎新居！ ”

发挥党建引领，提前 5 天完成全部签约

沙家浜地块史称“网船浪”，原是渔民聚居的一个小

村子。此地居民解放后与闵行、塘湾等地渔民联合组成江

海渔业社，1984 年时沙家浜是上海县江海渔业社的沙家

浜渔民新村。 1994 年，沙家浜小区建成，这里居住着上岸

渔民、市解困办分房居民、购买商品房入住居民等，建筑

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800 多户居民。

从预方案公示到签约首日，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并

提前 5 天便完成了所有居民的签约工作。 由于居民预期

较高、人员结构复杂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等，短时间内

要说服居民来签约，成为此次征收工作的一个重点难题。

华泾镇党委书记李国荣告诉记者， 自沙家浜小区正

式纳入征收计划， 华泾镇提前组建了沙家浜居民区房屋

征收补偿项目临时支部委员会，3 天内共召开 8 场圆桌

会，参与圆桌会居民 188 人，会场外参与答疑居民约 260

人，累计接待服务居民约 450 人。

华泾镇发挥党建引领优势，以“四前四联”+ 苦干巧

干推进房屋征收，创设“四所一庭”联调机制，联合司法

所、派出所、律师所、房屋征收服务所和人民法庭，发挥司

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作用，深入征收基地一线常

驻办公，累计化解继承、监护、析产、租赁等纠纷 21 起。针

对有的居民个性需求和问题则进行个性定制， 如为中考

家庭推荐安静的住处、对残疾人开展日常关爱、对有卧床

不起老人的家庭帮助联系 120 协助转运……

随着一声高喊“发车”，一辆辆身系大红花的搬场车

缓缓启动。这一次搬迁，意味着沙家浜地区的居民从此告

别老土地，走向新生活。

据悉，未来，这个地块将配套新建绿地项目，有利于

激活城市生态和人文资源， 构建更高品质的绿色生态空

间，为打造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华泾镇按下加速键。

第十一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颁奖仪式近日举行。上海聚爱实业

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奶奶”沈翠

英荣获上海市“慈善之星”。

沈翠英， 上海聚爱创始人，中

华慈善奖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获得者。 2008 年，当汶川大地震

发生后，已经从上海第四聋哑学校

退休的沈翠英和家人协商同意后，

决定把位于徐汇区一套 147.8 平

方米的三房两厅产权房进行拍卖，

拍卖所得的 450 万元的房款，全额

捐给了四川省都江堰市原柳街小

学。 为弘扬沈翠英的大爱精神，经

当地政府批准同意，柳街小学被命

名为尚慈翠英小学，沈翠英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呼为“上海奶奶”。

沈翠英经常说：“对我来说，生

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

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我只想

多为人民做些好事。 ”沈翠英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积极响

应上海市委、 市政府的相关号召，

投身公益助农事业，资助千万资金

支持都江堰当地农业，帮助建造千

亩猕猴桃种植基地， 成立聚爱公

司， 帮助都江堰猕猴桃打通销路、

打响品牌，并渐渐拓展到帮扶云南

贫困地区产业，让农民增收致富。

据统计，沈翠英带领下的上海

聚爱累计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

社会公益组织捐献现金及物资超

过 40 万元，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

2023 年 10 月，“上海奶奶”沈

翠英因罹患癌症病逝。最后的时光

里，她最放不下的依旧是她的慈善

事业，“我的儿子孙子也继承了我

的想法，也都在关心着学校，大家

做好事传承爱的力量，我想整个社

会大家都有这份爱心，这个社会就

越来越好。 ”

目前，沈翠英的家人接手了上

海聚爱，接过“上海奶奶”的爱心接

力棒，组织策划了多次助学、慰问

老人等慈善公益活动，与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续约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沈翠英专项基金。

2024 年 4 月， 上海聚爱实业

有限公司重走“上海奶奶”的扶贫

之路， 前往云南红河等地考察开

发，挂牌设立“消费扶贫产品产业

基地”，助力乡村振兴，为云南农产

品走出大山提供新的方案。

“上海奶奶”再获殊荣，慈善之路后继有人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