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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陈大姐大概是在两年前，那
天我在社区卫生站配药，陈大姐夫妻
俩排在我前面，在等待的过程中，我
们聊了起来，方知大家同住一个小
区，于是话题多了不少。她看上去身
体不太好，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去年底，小区党支部拆分组合，

陈大姐分到了我们支部。为了便于交
流，我们支部建立了微信群。陈大姐
发了十几页她个人的回忆录到群里，
我对她的经历才有了大概了解。陈大
姐是食品领域的高端人才，上世纪
80年代公派出国留学，当时完全有
机会留在国外，享受更好的待遇，但
她毅然放弃名利回到祖国，全身心投

入到工作中去。陈大姐长期从事食品
添加剂分析工作，制定行业标准，曾
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因为长期在实验
室工作，她晚年患上了帕金森病。
今年元旦，支部上门慰问社区老

党员，陈大姐扶着门框站在家门口迎
接我们。陈大姐和我们聊得很开心，
她的子女都事业有成，本该是一位幸
福的老人，可就是职业病拖垮了她的
身体。临别时，我们一起合了影。
虽然疾病缠身，每次支部开会，

陈大姐都让保姆推着轮椅来开会。有
一次，支部请党校老师给大家上“四
史”宣讲课，因为小区没有合适的场
地，我们借了外面的教室，陈大姐无

法前往听课，她一直对此感到遗憾。
有一天，一位老人挎着包在居委

会门口来回走动，我迎上去询问。原
来，她是来为已故丈夫李老师向党组
织递交最后一次党费，这是她丈夫的
遗愿。她一再叮咛我，不要声张、不搞
形式、不给组织添麻烦。我忍不住在
网上看了李老师的简历，他是湖北师
范学院的高级教授，一生教书育人，
培养了很多优秀学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时，

我用文字记录下身边这些为党甘愿
奋斗终身的普通党员，让更多人感
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阳光与力
量。 （作者系春城一居小区居民）

【诗意梅陇】

悼袁隆平院士

姜凯

灵车缓缓袁公别，
一代神农腾紫穹。
向野田间思永泰，
乘凉禾下梦常丰。
忧民数载清贫伴，
造福千秋温饱充。
浩瀚九天星闪耀，
南山不朽立魁雄。

注：1.“乘凉禾下” 为袁公梦之一。
2. 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有一颗小
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书法 李国伟

致劳动者

帅在铁

（作者系罗阳三村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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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王慧芳

田园许泾长者照护之家的老人
们，看似“不言不语”，其实也有丰富
的情感和内心的渴望。
房间里有电视，但大家更喜欢聚

在一起，在餐厅里看“大电视”。那天，
电视里正在播放长沙群众向袁隆平告
别，当屏幕上打出“稻谷，默默流泪；
稻穗，弯腰志哀”时，几位老人竟然泪
流满面。一个不知原由的年轻人十分
惊讶：“老伯伯，为啥要哭？”一位老伯
哽咽着说：“我们都饿过肚子……”
这些天，电视里一直看到崇明花

博会的消息，老人惊羡：“这么漂亮的
花啊。”但大家知道，崇明，去不了。这
时，一位许泾村的老人说：梅陇的绿亮
花博园不远，听儿子说，有一大片玻璃
花房，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花……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养老院的

领导决定让老人们“看看院外的风
景”，游一游梅陇花博园。
征求老人意见，想不到平时状态

最差、长期卧床的老人反而意趣盎
然，表示“想去”。护工们于是为老人
作了一番“出门准备”，第一批十多
位平均年龄九十的老人，或坐轮椅，
或乘着养老院孙院长和办公室主任
娇娇的小车，迎着初夏的暖阳，向一
公里外的梅陇花博园进发。
路过很有名气的 “许泾客堂

间”，路过很有意义的“梅陇法治公
园”，路过百果园“慧园”；看到了长
长画廊上的“许泾村变迁图”，看到
了栽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塑料大棚
里的西瓜……当铁道口响起铃声，护
道员放下栏杆，拖着集装箱的火车，
鸣着长笛隆隆驶来时，两个天天“昏
睡病榻”的老人睁大了眼睛。
越过铁路，终于来到目的地。这

里，玻璃花房连成一片，姹紫嫣红，花
香扑鼻，百花争艳。有一朵绿色底座、
黄色花瓣、红色花蕊的花，十分耀眼。
我看到，老人们在细细地赏花，他们
的脸上挂着喜悦。而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耄耋老人徜徉于花的海洋，花博园
的工作人员也是惊喜连连。
拍照，拍照，老人们绽开少见的

“兴奋的微笑”。“今朝开心”，老人
们说。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去梅陇花博园
刘辛培

书 画 梅 陇

2018年 8 月，上海
市教委根据教育部等四
部委联合下发的《援藏
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实施方案》，组织首批
“万人计划”教师分别
进藏进疆，帮助西藏、新
疆整体提升教育发展水
平。在市教委的领导下，
各区积极响应，选拔政
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
敬业、业务精良、坚决执
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作风扎实、不怕吃苦、甘
于奉献的中小学骨干教
师组成了一支援藏援疆
团队。其中 170名援疆
教师对口支援喀什地区
的包括泽普在内的四县
15所中小学。在这跨越
千山万水的援疆支教团
队中就有我们梅陇的援
疆人———罗阳中学的党
支部书记张建忠老师。
援疆是一项国家战

略，我们闵行区对口支
援泽普县。张建忠代表
闵行区加入援疆支教队
伍，任泽普四中援疆团
队带队组长，任期一年
半。本该一年半前就结
束援疆支教任务的张书
记由于支教工作出色，
在第一期支教结束后，
受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挽
留，他欣然答应再次任
期一年半！
三年的援疆支教工作已使张

书记逐渐适应了新疆泽普县的气
候、饮食，熟悉了当地学校的工作
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可谁也不知
道，就在张书记准备援疆支教前。
父亲曾因心脏病先后两次住院手
术，后来旧病复发，需住院再次动
手术，希望手术时儿子在身旁。再
加上他妻子一直病假在家休养，
放弃去援疆支教？张书记感到无
比的难过和犹豫。善解人意的妻
子、体贴孝顺的女儿和生病在床
的父亲都表示：不用担心家的事
情，尽管去新疆支教。家庭的全力
支持让他感动，张书记更坚定了
参加援疆支教的决心和信心。他
说：“家里的人这么支持我，我不
把支教工作搞好，怎么有脸回
家？”就这样，张书记怀着愧疚，
带着揪心，踏上了去援疆支教的
行程。

泽普县位于新疆西南部，昆
仑山北麓，喀喇昆仑山东侧，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初到泽普，张
书记和闵行区的其他援疆支教教
师一样：水土不服！不论气候、时
差、生活还是教学环境都很难在
短时间内适应！环境的差异也给
他带来了不适和难受，当地异常
干燥的气候就让张书记的咽喉肿
痛、嘴唇开裂，不同的饮食习惯也
令他一时难以适应。思想、时差、
气候、饮食……都是考验。可张书
记乐观面对：“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不论有多艰苦，哪里需要我，
哪里就是我的岗位。”他说，“来
这里就要准备吃苦，何况，这点
苦，比起像他父母亲这一辈人，这

算不上艰苦，顶多说是
辛苦。”

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本来就瘦的张书记
又瘦了一圈，可张书记
却无暇顾及身体上的不
适，全身心地投入了学
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工
作中。“我心里盘算着
怎样在短短几年时间
内，把上海先进的教育
理念与教学方法传授给
当地教师，提升当地学
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张书记说。他认真调研
学校教学实际情况，和
当地老师一起探讨如何
将上海先进的教育理念
引入到当地教育教学当
中。课堂上、校园里，都
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所在学校的教学模式
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新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当
地教育部门的认可。

在张建忠援疆支
教的三年时间里，他把
上海的教育理念、管理
经验带到了泽普。他所
带队支教的泽普三中、
四中的当地老师的课
堂教学悄悄地发生了
变化。最近，为提升课
堂教学效益，发挥援疆
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在

泽普县初中教育联盟中开展“比
学赶超”活动。作为泽普县提升
教育骨干专业工程系列活动之
一，在闵行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和闵行援疆教师团队精心谋划
下，在泽普四中举办了泽普县部
分中小学中层干部培训班，为泽
普教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闲暇时，他总是走到维吾尔族学
生当中去，和他们一起交流、一
起运动，逐渐和学生打成一片。
面对淳朴善良的学生们，张书记
的心中总是涌动着一团火，总想
着尽自己所能在生活上、学业上
帮助当地学生。

这就是我们所崇敬的张书
记，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义无
反顾地挥洒青春的汗水；默默付
出，不求回报，为祖国西部发展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舍小家，为大
家，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国
情怀，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
雄”。
援疆之行已三年，不久，张

书记即将结束三年的援疆支教
工作。回到他的家，回到他的学
校继续他的岗位，开始他的新征
程。张书记深爱着祖国西北边陲
的这片热土，他已把泽普县当作
第二故乡。回忆走过的援疆路，
张书记说，援疆是他人生的重要
经历，和那儿的老师团结协作、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能尽心尽
力为这里的人和这片土地做点
事、尽份力，是一种历练、也是一
种幸福。援疆期间的所学、所想、
所得，都将成为他今后永不磨灭
的记忆并受益终身。

（作者系锦乐馨苑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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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齐声唱赉功。
茹苦含辛，回味无穷。
田园青色意生机，
种植耕耘，致富谦崇。
春夏秋冬笑乐风。
忘我精神，奉献为公。
今朝歌颂谱新篇，
国泰民安，人寿年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