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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沙家浜

沙家浜小区紧邻黄浦江沿

岸，地质较为疏松。 尽管镇政府

先后投入大量资金， 但由于先

天条件不足， 没有办法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同时，“十四五”期间，上海

将持续打造“一江一河”（黄浦

江、苏州河）新亮点、宜乐宜游

新空间、人民城市新地标，包括

持续推进民心工程、 加快推动

文旅功能提升、 打造儿童友好

示范区、 提升滨水空间精细化

治理水平等工作。 徐汇滨江岸

线的龙腾大道南拓工程， 沙家

浜小区正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

个节点。 该地块的顺利征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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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泾”按下加速键。

为做好动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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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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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之

下，征收工作组建好队伍、精准

排摸、优化方案、党员带头，紧密

联系居民听取意见和建议、协调

各方面解决共性问题、化解个性

矛盾，最终提前 5天完成了所有

居民的预签约。

说再见，依然有不舍。 谈起

老邻居、老朋友，陆阿姨眼眶湿

润：“现在要各自分开， 还不知

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

但城市的更新、 生活的变

化，更多的是欢喜。 陆阿姨的女

儿小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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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入住的渔

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主人）

很激动： 从渔民房子到小区房

子， 现在又遇到城市更新的机

会，生活品质更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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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

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

幸福美满上， 体现在亿万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上。 ”保障和改善

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 网船浪人的每一次

“再见”，都是新的开始；每个人

的圆梦瞬间， 是民生改善的生

动写照， 也能够折射出国家发

展、民族复兴路上的进步。 新的

征程上，每一刻都充满了希望，

祖国越来越强大， 每个人都会

越来越好，要勇敢向前。

再见，网船浪人！

再见，网船浪！

再见，沙家浜！ （全文完）

再见，网船浪；再见，沙家浜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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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 《福寿》

荨 行书 李商隐 《北青萝》

俞勇良

自幼习字画， 曾在文史馆随

顾振乐老师学习书法。 上海工艺

美术大学学历。 现为上海市徐汇

区书画协会理事， 凌云街道梅园

书画社社长， 作品多次被入选市

级书画展， 连续七年参加宁国禅

寺每年腊月十五的为大众送“福”

公益活动。

看到一条视频， 一位新手妈妈

在孩子出生后， 生活里好像就全是

孩子了。 做饭喂奶抱娃哄睡……所

有的时间都只能围着孩子转。 令人

心酸的是，她慢慢地发现，在丈夫和

婆婆的眼里， 她做这一切都变得理

所当然。就连她过生日，丈夫买的礼

物都是子母包， 而婆婆送的则是坐

凳背带，美其名曰是为了她着想，可

哪有一样东西是为她而准备的呢？

好像在这个家里， 她除了是个妈妈再没有其他

的身份了。直到回了娘家，父母和兄长都围着她

转，让她坐在沙发中间休息，准备的都是她爱吃

的零食，凡事以她为主。 这时她才重新感觉到，

自己还是那个被爱的孩子。

看完视频， 我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了视频

电话。因为周末孩子们都在家，可以和外婆说说

话。 视频一接通，孩子们便凑过来说，“外婆，我

们准备过年去你家啦！ ”电话那头，母亲听到这

个消息，高兴地说道：“好啊好啊，那我赶紧去买

几块好的五花肉，叫姨父来炸扣肉，你妈妈最喜

欢吃了。 ”

弟弟撇了撇嘴，说：“外婆偏心，总是先想着

妈妈喜欢吃什么，不管我和姐姐哦？ ”母亲听后

哈哈大笑，“小馋猫，外婆当然也管你们啦，你们

喜欢吃的大鸡腿外婆也会提前准备好的。只是，

外婆肯定要先想着自己的孩子啊。”看着母亲在

电话那头快乐的样子， 我也高兴得像个孩子般

笑了起来。

我至今还记得，六年前剖腹产的那天。 当我

从手术室被推回病房后， 便迫不及待给母亲打

了电话：“妈，我生完了，孩子各方面都很好，很

健康……”母亲却打断了我的话，说：“孩子的情

况我知道了，你呢，伤口会不会很痛啊？我也没试

过剖腹产……”听得出来，母亲的语气里满是担

忧和着急。听到母亲的话，我心里瞬间就破防了，

委屈得像个孩子般想哭。 伤口肯定是很痛的，尤

其是回到病房后，医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按压肚

子帮助宫缩和排淤， 那种痛感可以用恐惧来形

容。 但是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我故作轻松地说：

“没事啦，有镇痛泵的，不会很难受，放心。 ”

我很感谢父母，让我感觉自己无论多大，都

被他们疼爱着。也正因为他们对我的偏爱，让我

懂得如何做更好的自己， 继而更好地面对爱自

己的家庭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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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一种食

物静静地流传着，它不仅承载着

味蕾的记忆，更蕴含了深厚的文

化和情感。 这就是粽子，一种源

远流长的传统食品，以其独特的

形态和风味，在中国的大地上演

绎着属于自己的江湖故事。

粽子的江湖，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 它不仅仅是糯米与叶子的

简单结合，更是古人智慧与今人

创新的逐渐融合。 在这里，有甜

咸之争的激辩，有肉粽与豆沙粽

的较量，有五芳斋与稻香村的辉

煌，每一种口味，每一个品牌，都

是这个江湖中的一个个传说。

我记得小时候，家中的老屋

总会在端午节前夕弥漫着粽子

的香气。 那是母亲亲手包制的粽

子，每一个都包含着她对家人的

深情厚意。 粽叶在热水中沐浴

后，变得柔软顺滑，糯米被浸泡

得饱满透亮，红豆、花生、豌豆、

腊肉， 每一样馅料都是精挑细

选。 母亲的动作熟练而优雅，一

只只粽子在她的手中诞生，如同

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而在外的游子，对于粽子的

记忆则更多了一份乡愁。 每一次

尝到那熟悉的味道，心中便会涌

起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粽子不仅

是味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

慰藉。 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在何

处，家的味道永远不变。

粽子的江湖， 也是一种精神

的传递。儿时，母亲在端午节时包

好粽子， 会让我给老师、 邻居送

去， 让大家分享这份一年一度的

味蕾记忆。我做老师后，也收到过

学生的粽子， 还请过那些不能回

家的留守儿童吃过粽子， 也曾把

母亲亲手包的粽子送给同事。

现在想来，在粽子的江湖中，

人们不仅共享美食，更传递着关

爱与友谊的情感。 粽子已然成为

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无论用

其向师长致以敬意，或是赠予亲

朋好友表达感激之情，或是分发

给邻里同事以增进感情，皆承载

着美好的祝福与诚挚的善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粽子的江

湖也在不断地扩张与创新。 我们

见到的各式各样口味独特的粽

子， 很多都已经有别于传统的样

式，各种新颖的口味和包装层出

不穷， 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

但无论怎样变化，粽子所承载的

传统文化和情感价值始终不变。

在粽子的江湖中，每个人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

老一辈人对传统手艺的坚守，还

是年轻人对创新口味的探索，都

是这个江湖多彩的一笔。 粽子不

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的

象征，一种情感的纽带，还是一种

时代向前的缩影。

粽子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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