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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辞庚子，辛丑展来中国茂。
伟大鸿图，不忘初心真理途。
依法引领，科学政施春遍境。

责任担当，奋力泱泱二百昂。 （注）

二百：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

减字木兰花·辞子迎丑

渡口枫红，公园金灿，浦东江畔秋歌满，
一江碧影绘晨妆，飘扬红旗如鸿卷。

乐学南风，文明盛展，健全教育至庭院。
赞文体活动迎新，终身学习居村面。

（新桥 周执平）

踏莎行·贺乐学南风
庆“乐学南风”荣获上海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2020年 12 月 30 日8 南风 绿舟

我们的中学时代，虽然
文化课教得有一搭没一搭
的，但其中的社会实践课那
是断断少不了的，所谓社会
实践课也就是俗称的学工
学农活动。尤其到了临毕业
的最后一个学期，更是将一
整个学期都拿出来做学工
之用。 你还别说，此类学工
学农的实践活动对即将走
上工作岗位的我们，倒不失
为一堂相当有效的“战前
动员”课。

记得我学工所去的单
位全称为：上海服装公司鞋
帽批发部运输队。学工的内
容就是随车搬运货物。说是
搬运工，其实脏话累活全由
师傅们抢着干了，师傅们大
都很善良，不忍心让我们这
些半大的孩子们干重体力

活。 于是，我们就成了成天
坐着卡车看“西洋景”的看
客了。

说到跟车搬运，其兴趣
莫过于每天能在外吃饭了，
凭着误餐的发票，每餐照例
可报销 1角 7分钱的误餐
费用。 别看钱不多，可也算
是那个年代挺阔气的天天
能下馆子的一族了。甭管多
有名气的饭店，每天的大众
饭菜往往都是其经营的主
打。 比如：恒丰桥下的庐山
饭店，6分钱三两米饭，1角
钱的黄豆汤，热热乎乎蛮惬
意的一顿午餐，有时居然还
能从汤中挑出几片肉出来，
多实惠！ 如此，每餐还能节
约出 1分钱来，可别小看了
1分钱，一个月下来总能攒
出 2、3角钱，弄场电影看看
绝不在话下。那时候我们怀
里揣的钱可比上班族多了
去了，又不用养家，节省下
来的钱全可当成零花钱。家
里怕我在吃的方面委屈，每
天多给 1角钱伙食补贴，上
下班补助的交通费有 2 角
6分，除了必用的 6分钱摆
渡费，剩下的 2角钱全凭自
己的两条腿去存储了，这么
一来，每个月我兜里少说也
可存出 5、6元钱来。呵！整

个一个土财主，成天价神抖
抖的，走路都带着“飘”。

有了钱， 也不用天天
“黄豆汤”这般寒酸了。 于
是“人民饭店”3角的炒面
筋、“洁而精” 川菜馆的辣
豆腐、 城隍庙的炒素、“美
味斋” 的猪油菜饭等等都
成了我的“饕餮盛宴”。 偶
尔叫上三、五同学去云南路
的夹弄小店“小绍兴”打打
牙祭，腰硬气粗地进店便咋
呼起来：“伐要跟我抢，今
朝我来。 阿姨———两盆鸡！
三碗鸡粥！ ”生怕周围的吃
客不知道哥们是“二地主”
似的。

说老实话，真掏个块把
钱的我心里也不自在，也心
疼， 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
扎扎台型而已， 不能较真，
图个乐子也就很可以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每当手里捏着不算富裕的
养老金，每当盘算着一家老
小的生活开支，少时的豪气
随着斤斤计较的算计，早已
是烟消云散了。

不过， 每每同学聚会
时，我总想在老伙伴们面前
再嚎上一句： 伐要跟我抢，
今朝我来……呜呼，心有余
而力不足矣！ （金星 蓝翔）

学 工 那 点 事

近家中清理物件
时， 意外地发现一尊
并非稀罕的旧时生活
用具。 此物为绍兴产
的单拎环旧火冲。 该
火冲高 12 公分，
直径为 20 公分
的上盖密布有百
余只 0.5 公分的
散热小圆孔。别看
这貌不惊人的小
物件，手一拎居然
有足足 3市斤重。

现在回想起
来，这是旧时绍兴
不少农舍人家当
作御寒取暖的宝
贝工具。那时绍兴
特别是乡下，大多
普遍使用大灶头，
用的多以稻草、砻
糠、杂柴作为煮饭
烧菜的燃料。而烧
剩的草木灰往往
火星闪烁很旺很烫，
铲起往火冲底内一圈
铺垫开来， 旋即将缀
有密密麻麻小孔的火
冲盖严密一合上，便
是取暖御寒的最好
“脚炉”了。

绍兴家常人家，大
多室内穿着软的土布
鞋。 将穿有套袜的平底
布鞋往火冲上潇洒地
一搁，倾刻间一股暖流

从脚底升腾而
起， 不久全身就
感到非常的暖和
舒适了。

现在， 随着
社会进步及人们
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足浴器、地
暖的相继开发利
用， 根本也不需
要用那“吃力不
讨好”的劳铜火
冲来代劳了。 尽
管随着岁月的无
情流逝， 那布满
尘土的铜火冲还
打上了好大一块
“补丁”，但我仍
舍不得隨意丢

弃。因为这小小的铜火
冲，却见证了我幼童时
的暖心生活，也是留给
晚辈接受传统勤俭持
家及推广环保新理念
教育的活教材、 好教
材！ （龙馥 石启）

前几个月， 一帮都己
退休的发小在微信群里约
定：夏天到大自然中“嗨”
一次像模像样的漂流，以
完成儿时梦想。

八月中旬， 正值江南
酷暑。天刚放亮，我们这帮
“赤屁股” 兄弟连同家眷
四十余人，乘坐同一大巴，
准时从浦东出发了。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疾
驶、在幽谷林间穿行。 车厢
内，朝气澎湃的发小们互相
调侃儿时的趣事、少年的乐
事， 引得一阵阵的欢声笑
语，在大山里久久回荡。

数小时后， 大巴终于
在浙皖交界处的“漂流源
头”停下，筒单便餐后，团
友们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情，整装待发了。

十几只皮筏艇， 像彩
色的柳条鱼， 迫不及待地
一个接一个跃入水中，溅
起一股股浪花。瞬间，把每
一个玩浪人浇了一个“透
心凉”。 发小们如鱼儿在

水里嬉戏，皮筏
忽高忽低、忽左
忽右 、 忽上忽
下。 驾驭技术好

的在浪尖上耍酷、 与险滩
博击、同鹅卵石周漩。技术
差的“随波逐流”“溜”进
了河道平静的港湾， 在原
地打转。 大笑声与尖叫声
久久回荡在河面上。

闯险滩，与浪博击；越
“悬崖”，任凭浪花扑面。绵
绵三公里， 九道十八湾，激
情四射的水上漂流，洋溢着
我们心中的青春涌动。

临近终点，河面变宽、
河流变缓。 河边杨柳树荫
下， 一个沪剧发烧友发小
亮起了嗓门:“走出迷津
回首望”， 十几个发小随
后咐和：“明媚春光映小
窗———映小窗”。 即刻赢
得了其它团队玩浪人的一
片掌声和喝釆声。

终点到了， 一个个
“落汤鸡”爬上了岸，像刚
打了胜仗， 从战场上下来
的“散兵游勇”，哼着小曲、
悠闲的走在回程的路上。身
体虽疲惫，心情却大悦。

晚宴上，谈笑风声，叙
述着漂流故事。白天的疲劳
早被抛到九宵云外。不知谁
提议，发小们手举酒杯同声
高呼:“明年，再来！ ”

久违了， 童真。 久违
了，青春年少的疯狂。久违
了，聚在一起、放肆大笑的
美好时光。如今，我们都己
步入数“重阳” 的年纪，
“活在当下、活出精采”不
仅仅是向往，践行才是真。

浦 东 开 发 开 放 30
年，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
浦东由一片农田发展成繁
华都市的历程。现今，国泰
民安， 我们银发一族正沐
浴在党和政府的阳光下，
生活无忧， 又恰逢发展迅
速的高科技时代，吃、穿、
住、行、样样方便，心里是
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
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美、
那么多，我们都想去看看！

（新桥 吴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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