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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
记华阳高工谈心会共庆党的百年华诞

【文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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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
征稿启事

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
景、拍下精彩瞬间的你，我们想要找到提
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记录生活感悟的
你，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妙笔生辉、
丹青妙手的你。如果你在摄影、写作、书
法、绘画等方面有兴趣，欢迎投稿。

书面稿请寄：
龙华路 1887 号 3 楼华阳社区晨报

电子稿请寄：
huayang_home@126.com

文 俞鸿虎

端午节后第一天，华阳高工谈心
会在党群服务中心召开了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茶话会。 会
议由田亚老师主持，王者梁老师介绍
参加会议嘉宾。 据统计，高工谈心会
共有“光荣在党 50 年”的党员有俞鸿
虎、叶兰英等 15 位老党员，会长王者
梁还荣获了长宁区优秀党员光荣称

号！
会议首先由会长王者梁回忆了光

荣在党 57 年的成长历程。在沙家浜部
队党组织的培养下，王者梁老师从一
个新兵成长为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
工作后，在党的继续培养就读于复旦
新闻系，从一位基层干部成长为新闻
工作者，带领高工谈心会的伙伴们继

续学雷锋。
第二位发言的是退役大校周秋

华。青少年时，周秋华老师的爱好是美
术， 她赠送大家一本专门为建党 100
周年创作的精美的《百吉图》画册。 她
笔下的“卯日星官”活灵活现，跃然纸
上，大家不由得连连赞叹。 当国家选
送她去第四军医大学时，她坚决服从
组织安排，毅然从军，成为一名军医。
退休以后，继续活跃在南京东路学雷
锋的队伍中。

王者梁的老战友王振翼老师是

科促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他总
结了两位老战友的“八个一样”：都是
1943 年出生；同年入伍；同年入党；同
一个连队 ；都是复旦大学同学 ；都是
优秀志愿者 ；多次立功受奖 ；还都姓
王！

热心慈善工作的华恩爱心志愿服

务社主任靳英丽赶来参会。 华恩爱心
志愿服务社赞助的学雷锋纪念章挂在

每位老师的胸前，纪念章正面镌刻“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华阳高
工学雷锋团队”；反面则是“华恩”两个
红底金字。

发言的还有燕谷坊代表、《雷锋》
杂志高级记者窦芒、 团市委调研员朱
敏、雷锋纪念馆馆长范振和、新四军三
师研究会副会长孟惠惠和长宁块张君

祥等。
受表彰的先进个人才莉深情回忆

了父亲从长白山征战到海南岛的光荣

家史。如今生活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与
会者的强烈共鸣。 王元松律师向党表
决心：继续为党奋斗终身！会后大家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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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时的结婚仪式（老记忆之二）
文 阿 Q

“五一”宅家，翻阅一本本影集浏
览，那一帧帧泛黄或已斑驳的照片，记
录着渐行渐远的年代印迹，仿佛电影
镜头般在我眼前迭现，尤其是大哥二
十世纪 70 年代结婚时喜庆、热闹的场
景，不仅记录着一对年轻恋人百年好
合，永结同心的诺言，同时也彰显了邻
里之间至诚至真、友善帮扶的深情厚
谊，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大哥毕业于 1969 年，按政策可分
配到工厂。 为了让妹妹留在上海，他
坚持要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 为了让大哥能少吃些“苦”，父
母就送他去浙江衙前老家插队，有乡
下的叔叔和姑姑关心、照顾，心里就踏
实、放心了。

日月如梭，一晃眼，我也上了技校
半工半读。 有一天周六晚餐时，父母
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哥要来上海结婚
办酒席， 这是家里的一件头等大事。
大哥来上海办喜酒的时间满打满算只

剩不到两个星期，父母紧锣密鼓地开
始操持大哥婚宴的前期准备，忙得不
亦乐乎。

当时的普通家庭，都是多子女，经
济条件比较拮据，结婚酒席往往是放
在家里举办，若是经济条件富裕、生活

优渥的家庭顶多也就是去食堂或饭店

举办喜酒。 当左邻右舍知道我家要办
喜酒，都像是自家的喜庆事情，没等父
母开口，邻里大叔阿姨便纷纷上门恭
贺父母。

按邀请的人数统计，大哥喜酒要
办 8 桌，父母急得团团转。邻居发现父
母后，真诚地说：“小房间阿姨（我家住
的房子小，邻居都称母亲为小房间阿
姨），不用担心，我们每个家里都能摆
一桌，等到办酒那天，会早早腾空、摆
好圆台面和凳子，尽管放心。 ”喜宴的
场地妥妥解决了， 主桌 1 桌摆在自己
家里，另外 7 桌摆在邻居家。

接下来是采购肴菜食材。 当时酒
席必备四道主打菜：全鸡、全鸭、全鱼
和猪蹄，都需凭票供应，那是件令父母
相当焦急、头痛的事情。 那时，家家户
户平时几乎舍不得用票子，往往积攒
下来是等到亲戚上门才舍得用票子购

买鱼肉。 父母不好意思向邻居开这个
口，只能赶紧打长途电话委托乡下的
小叔想办法采购。

然而，喜酒日期逼近，远水难解近
渴。 就在父母急得脸上愁云密布，心
里七上八下之时，热心的邻居伸出了
援助之手，已商量好将家里的票子送
给父母，并委婉地说，是将积存的票子
“借”给父母用。 除此以外，热心的邻

居们告诉父母：“你们家大儿子结婚，
是你家的喜事，也是大院里的喜事，必
须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

婚宴的鸡鸭鱼肉等食材在大院邻

居的帮衬下，基本上采购齐全，接下来
拣菜、切洗也同样是件棘手的事情，好
在邻居阿姨们都自告奋勇相帮， 有的
还特意请假或调休。 帮忙的邻居各个
分工明确，有的拣蔬菜，有的杀鸡鸭，
还有的切洗等。 烹饪掌勺的大厨是舅
舅请来的， 烧得一手好菜， 且为人谦
和，他不要酬劳，只肯收一条喜烟。

婚宴准时在晚上六点举行。 邻居
家已早早摆好了圆台面和方凳子，接
待客人、引导入座、端菜摆酒等都有邻
居帮衬，井井有条。六点钟鞭炮声噼里
啪啦响起，笑容满面的父母宣布开席，
宾客是大快朵颐， 谈笑风生。 酒过三
巡， 大哥大嫂先后走到各个桌子前向
长辈和宾客敬酒， 而大院小孩嘴里含
着糖果，垫着脚跟看热闹，将喜庆的气
氛推向了高潮。酒席散后，送走亲朋好
友， 父母特意将剩下的鸡鸭鱼肉和菜
肴挨家挨户分给邻居， 并由衷感谢众
邻居的鼎力相帮。在那个年代，大哥的
婚宴虽在家里举办，些许缺乏仪式感，
但气氛却十分热闹和欢乐， 自始至终
融入了邻里之间友善互帮的情谊，如
今想起仍激动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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