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上海社区发布”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
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
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
（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
节，本期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本月
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
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

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秀
“啄木鸟”，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1 年 5 月优秀“啄木鸟”：
钱立功、王文康、曹酉虹、许国平、董晓明、

严志明、xue（未留全名）、李群、邵晓华、路永敏
2021 年 5 月最佳“啄木鸟”：
赵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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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嗨，大家好！我叫榕妈，是住在联洋新社区的一位全职妈妈。
对于妈妈们来说，如何抓住家人的胃是个很重要的课题，我虽然
不是科班出身，但也算对各美食小有研究。

八宝辣酱是上海地区传统名菜，色泽艳丽光亮，鲜辣辛香。
它是由炒辣酱改良而来的，可以随意搭配。 “八宝辣酱”味道辣鲜
而略甜，十分入味，大受食客的欢迎。后来，上海一些菜馆纷纷效
仿，“八宝辣酱”就广为流传了。

主料：猪里脊肉、鸡腿肉、猪肚、香
菇、笋丁、豆腐干、花生、青豆、虾仁

辅料：甜面酱、老抽、生抽、蚝油、剁
椒酱、料酒、白砂糖、水淀粉

制作过程：
1、所有食材都切成拇指大小的块

状，鸡腿肉去皮，花生直接用成品香辣
花生，味道够又香脆；

2、将辅料里所有的酱汁调制成一
碗秘制酱料，爱吃辣的可以加点老干
妈；

3、将切成小块的肉类、猪肚丁、笋丁分
别焯水至八分熟，然后洗净沥干备用；

4、青豆、虾仁单独烧水煮熟，可以放适
量的盐调味；

5、热锅冷油，将豆腐干、香菇爆香，放入

之前焯水的各类肉丁和笋丁翻炒；
6、倒入秘制酱料混合上色调味，加入热

水盖上锅盖煮个 3分钟左右；
7、勾芡后撒入花生翻炒均匀，出锅装盘

后撒上虾仁和青豆即可。

如果你也是吃货、你也钟情于摆弄美食，就拿起手机扫描二
维码关注“联洋妈妈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一起分享你的
美食经吧。

（关注微信后，回复“姓名+电话”，24 小时内会有客服人员与
您联系。 ）

本期美食：八宝辣酱

浦东这 19处红色文化资源
入选《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6月 10 日，市文旅局发布了 《上海
红色文化地图（2021 版）》，包括革命旧
址 195 处， 革命遗址 83 处， 纪念设施
101 处。浦东共有 19 处红色文化资源收
录其中，一起去看吧！

●张闻天故居
地址：川南奉公路 4398 号

张闻天故居位于祝桥镇邓三村， 这是一
座江南农村传统风格建筑。 1900 年，张闻天
就出生于此， 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
代。 砖木结构一正两厢房，宅院前有菜园、绿
树，后有翠竹、河沟，周围竹篱环绕，一派田园
风光。

●浦东中学旧址（杨斯盛故居、杨斯盛墓及杨
斯盛铜像）
地址：浦三路 648 号浦东中学内

杨斯盛是中国建筑业先驱、 上海滩营造
业一代宗师，为教育救国，不惜毁家兴学。 不
仅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库”，而且
创建了以“勤朴”为校训的浦东中学，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国家良材。

●吴仲超故居
地址：大团镇永宁东路 18 号

吴仲超（1902-1984），大团镇人，1949
年后，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国家文化
部部长助理，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书院李雪舟故居
地址：书院镇李雪村 6 组

李雪舟 （1913～1947），南汇书院镇人 ，
医生， 其家是中共地下党与武装部队的联络
站和医疗站。 1947 年 4 月 6 日被国民党逮
捕英勇就义。

●反抽丁农民运动集会遗址
地址：祝桥镇新东村竞新 2 组

1947 年，国民党政府大举抽壮丁，中共
塘东区委领导发动了反抽丁运动。 同年 10
月，千余农民手拿扁担、锄头、镰刀到原竞新
小学操场集合，步行到南汇东城门外，队伍长
达 6 公里，人数达 2 万，迫使县长发出布告停
止抽丁。

●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队部遗址
地址：泥城镇横港村褚家宅

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中共领导下的
南汇县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7 年底，日军占
领上海后， 吴建功在泥城地区组织保家卫国
团 ，1938 年取得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番
号， 队部设在泥城横港褚家宅。 1938 年 12
月与日军激战于泥城汇角海滩， 中队长周大
根等 28 名官兵牺牲。

●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
地址： 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处北 100 米左
右（纪念像在世纪公园内）

李白原名李华初，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电台工作， 是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队部遗址
地址：泥城镇新如村陆如 5 组

1938 年， 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派
周强到东海六如村秘密组织抗日自卫武装，
成立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1942 年转移浙
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旧址原有房 10 多间，已
不存。

●泥城暴动党支部活动遗址
地址：泥城镇横港村发蒙小学

泥城暴动虽然失败， 但得到了中共中央
的肯定。 泥城因此也被称为浦东的红色摇篮，
为浦东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骨干和革命力
量， 泥城暴动在浦东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升起
革命旗帜，其意义和影响极其深远。

●朱家店抗战纪念地点
地址： 川沙新镇会龙村朱店 455 号 （近 S32
高速公路与宣秋路路口）

朱家店之战， 是新四军在平原水网地区
不可多得的伏击范例， 成为浦东游击队史上
最著名的伏击战。因此，1972 年，总参军训部
与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在编写 《步兵连战例选
编》时，将此战选为“进攻部分”第一个战例，
供全军学习。

●老港林达故居遗址
地址：老港镇成日村成一 569 号

林达 （1914～1947），原名林有璋 ，南汇
老港镇成一村人，历任浦东支队特务长、华东
野战军三师九团团长等职，1947 年在山东邹
县牺牲，年仅 33 岁。文物主体现已拆除，现为
新建二层建筑。

●老港杨定故居遗址
地址：老港镇成日村日新 4 组 718 号

杨定生于 1913 年，1939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科长、三北（姚北、
慈北、镇北）分会主任等职。1943 年被日军杀
害，年仅 30 岁。

●高桥烈士陵园
地址：高桥镇欧高路钟家弄 78 号

高桥烈士陵园是为纪念在上海解放战役
中牺牲在浦东战场上的 1619 位解放军战士
而兴建的烈士陵园。 陵园占地面积 25611 平
方米，始建于 1954 年。

●红色泥城主题馆
地址：泥城路南芦公路 1887 号

红色泥城主题馆大型纪念广场、 史迹展

馆和泥城颂厅三个部分组成， 共陈列包括周
大根在内的 97 位烈士遗物和图片资料等。

●南汇烈士陵园
地址：周浦镇康沈路 1646 弄 58 号

1958 年，为纪念 1949 年 5 月在解放周
浦激战中牺牲的 127 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解放军指战员， 中共南
汇县委决定在周浦建设周浦烈士墓，于 1960
年建成，后更名为南汇烈士陵园。 陵园现占地
面积 14241 平方米，共安放烈士 173 名；新
修建的南汇烈士英名墙上记载着 798 位烈
士名录。

●川沙烈士陵园
地址：川沙新镇华夏东路 2575 号

川沙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6 年， 陵园占
地面积 15318 平方米。 陵园内安葬着在第一
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
期、 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捐躯和新中国成立后
在保卫祖国、 抗洪抢险斗争中不幸殉职的烈
士 380 名。

●三林烈士陵园
地址：三鲁路 7681 号

三林烈士陵园于 1987 年 3 月建成开
放， 占地面积 5344 平方米。 烈士墓区占地
400 平方米，安葬着沈干城、毛福余和王圆方
3 名烈士遗骨。 陈列室面积 90 平方米，陈列
着烈士的遗物、图片资料等，主要展示了在抗
美援朝时期和在保卫祖国、 抗洪抢险中牺牲
的 39 位烈士事迹。

●张闻天生平陈列馆
地址：祝桥镇川南奉公路 4398 号

展馆陈列了张闻天生前珍贵的 300 多
幅照片和 100 多件实物，生动展示了这位无
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一生。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
地址： 川沙新镇会龙村朱店 455 号 （近 S32
高速公路与宣秋路路口）

为纪念朱家店抗日之战， 原六灶乡政府
于 1986 建立了一块高 2.5 米、宽 0.8 米的
纪念碑。

据悉，《上海红色文化地图（2021 版）》
创新采用“主图+附图”形式，构成小开本套
装组合。主图正面标注 379处点位，背面印制
100个重要点位的图片。附图（《上海红色文
化之旅》）正面设计了 6条红色资源寻访路
线，背面重点推荐若干处红色场馆、旧址，供
市民深度体验。6条路线均可拆分为独立的
小地图，便于市民携带使用。同时，以“纸质+
电子”形式，配套设计电子版本，供读者扫码
浏览。全市的博物馆、文化馆将限量免费赠阅
纸质版地图，方便广大市民群众按图索骥打
卡寻访。

（浦东发布）

“啄木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