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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读诗书享诗意
文 朱珊珊（曲沃路 373 弄）

书里散着墨香， 浸润着生活中的万般情
绪；书中飘着茶香，弥漫着生活中的千般情趣。

阅读既是一种欣赏、理解的过程，又是思
想升华的过程。 阅读可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
的心智，医治愚昧，正如贾平凹所说，读书的
最大好处在于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
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
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我从小就喜欢中华传统诗文， 儿时尤其
爱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鉴赏》等古
典诗文类书，简直就像一棵小草遇到甘露一般。
那时， 因家住上海四川北路东宝兴路口的淞沪
铁路边，在三层阁楼的阳台上看书时，我会看到
慢慢吞吞、晃晃悠悠驶来的火车，也听得见一声
声粗犷悠扬的汽笛。 想想少年读书时，时常有念

头闪过或陷入对“美好人生”的奇异玄想里，那份
天真快乐，那份童心朦胧，让人十分陶醉……

初中阶段及后来考入苏州铁路机车司机

学校机车乘务员班的那段时间，我对古今中外
的文学名著极感兴趣。毕业分配到南翔机务段
跑货物列车后，我在公寓里更是如饥似渴地阅
读诗集《回延安》《将军三部曲》《赤泥岭》《萌芽
诗选》《中国当代诗歌精品》《朗诵诗选》《艾青
诗选》《中国豪情》等。 同时，《诗刊》《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的新诗也是我的挚爱。

记得， 那时候我值乘沪宁沪杭区间的货
车，休班时对逛街、游玩、打牌都不感兴趣，就
喜欢去市区里的图书馆或新华书店翻看文学

方面的书刊， 尤其是各省市出版的一些文学
刊物，如《萌芽》《雨花》《青春》《作品》《山花》
等。 遇到读不完或觉得有必要仔细研读的佳
作、诗句，我会用纸笔摘录下来。 闻到清香的

图书墨香，阅读到温暖美好的文字，是我的一
次心灵之旅，亦为乐趣所在。

诗书是我之友。 一卷在手， 如与诗友共
语，诗书有多少种，朋友就有多少类：有的只有
短短几句，有的洋洋洒洒；有的是精装书，有的
是袖珍本；有的教我生活，有的教我做人；有的
使我悟出了人生真谛，有的将我引向了文学殿
堂；有的让我热泪盈眶，有的让我茅塞顿开；有
的让我自强不息，有的让我与时俱进……

春天花开，秋天结果。 令人难忘的是，每
当坐在疾驰的列车上，我总喜欢坐在车窗旁，拉
开亮堂堂的玻璃窗，蓝色的窗帘也随风飘拂，这
时清新的风让人通体凉爽，妙不可言。 沸腾的铁
路生活离不开火车、站台和钢轨，离不开同事、亲
朋与好友，更离不开书本。诗书是我的良师益友，
从 18岁入路到 60岁退休， 它给了我一辈子的
人生方向和目标，信念与希冀；它带我走进了文

学的世界，从此我与诗文为伍，徜徉在诗文的海
洋，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文学创作也因
此增添了许多生命的美好与感动。

尽管读书、写诗文会带来孤寂和清苦，但
我伏案沉思、乐此不疲且无憾无悔。 读诗书，
使我的精神生活丰富， 让不少从铁路生活的
土壤中萌芽的无限遐想， 以自己独特的情趣
与思绪构成诗歌意境的独特韵味， 我的文学
作品陆续发表在 《人民日报》《人民铁道报》
《诗刊》《绿风》《诗潮》《上海文学》等报刊上。

读书，使我心生诗意，撑开无边无际的空
间和想象，生命始终在词语间行走，灵魂总是
随诗行的飞翔而燃烧。 这些都是诗书对我人
生之路的影响。 诗书一直在滋养着我的人生，
浸润着我的心灵，让我感觉到自己工作、生活
的铁路、城市也都充满着诗意，仿佛就是一本
永远读不够的书。

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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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老港
文 路家鹤（岭南路 539 弄居民）

仲秋时节， 区市民巡访团组织巡访员赴
浦东老港废弃物处置基地参观学习。 此次学
习的目的是让市民巡访员能够直接了解日常

生活垃圾的处置流程， 进一步提高实施垃圾
分类的自觉性。

在前去途中， 绿化市容管理局的陪同人
员向我们大致介绍了老港废弃物处置基地的

一些基本情况。 基地位于上海市中心东南约
60 公里原南汇区老港镇东的东海之滨， 北连
浦东国际机场，南接临港新城，占地面积 29.5
平方公里。 目前，园区已建成再生能源利用中
心一期、 综合填埋场一期、 垃圾渗滤液处理
厂、垃圾渗滤液排放管道、内河（含码头）和北
侧防污染隔离林等工程项目， 其处理能力为
固废 15000 吨/日 、渗滤液 3200 吨/日 ，年上
网电量约 5 亿度， 负担了上海每年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垃圾处置量。 可以说，上海这座城市

的良好运行离不开老港固废基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来到了老

港固废处置基地。 大巴缓缓地沿着中央大道
驶进老港垃圾填埋焚烧区域，随后我们看到
了老港一期二期封场修复后的绿化，两侧树
木成林，草坪成片 ，仙鹤等多种鸟类在湿地
栖息，观景亭、九曲桥、清运码头 、湿地及小
桥流水的自然生态风光尽收眼中，如果没有
工作人员的介绍，很难知晓是在垃圾填埋场
上建成的。 工作人员介绍说，园区的绿化率
已达到了 70%以上。 在数千亩备用土地上，
大片的河塘、沼泽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
统，也成了禽类和鸟类的栖息地 ，俨然一座
郊野公园。

接着，在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我们通过观
看 3D 宣传片， 了解了生活垃圾从进入焚烧
厂，到投料、燃烧，再到最终消纳的整个过程。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有两个 55m×27m 的
“分坑式”垃圾坑，坑内垃圾根据时间不同分

区域堆放。 垃圾坑上方设有多个容积为 12m
的液压多瓣型抓斗，一次可抓取垃圾 8 吨左
右。 在垃圾发酵期间，抓斗抓起垃圾再抛下，
以确保垃圾混合充分，使水分更快风干。 焚
烧炉采用先进的 R 型往复式机械炉排炉技
术，分为干燥段、燃烧段和燃尽段，垃圾坑中
的臭气由气泵抽至焚烧炉口用作焚烧用风，
加速焚烧库燃烧。 每台焚烧炉配有一台余热
锅炉，余热锅炉生产的蒸汽用于驱动汽轮发
电机。

随后， 我们来到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参
观，观看了《绿色之城》宣传片 ，然后进入馆
内。 作为上海市首座以生活垃圾为主题的科
普馆，馆内一共设置了“人与自然”“重新认识
垃圾”“垃圾去哪儿了”“畅想生态之城”“环保
行动承诺”“影视报告厅”“DIY 主题馆” 等 7
部分，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大原
则，将展览的三大板块以“旅行”的方式展开，
首先引导观众重新认识垃圾， 随后开展一段

奇妙的探索旅程，最终抵达“一切可再生”的
未来城市。 大家兴致勃勃地仔细阅读展板上
的科普知识，查看垃圾处理的演示沙盘，了解
生活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和生活再利用的全
过程，参与趣味垃圾分类小游戏，形象生动的
图文呈现，引人深思，更发人深省。 根据《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未来，老港固
废基地将作为上海建设韧性生态之城总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城市运行安全提供根
本性保障。

通过参观学习，收获还真不少，垃圾是什
么？生活垃圾包括哪些？一个人每天会产生多
少的生活垃圾？乱扔垃圾有哪些危害？这些问
题在我的脑海中都有了更清晰的答案。 上海
每 16 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
厦，倘若垃圾分类处理无序，垃圾围城并非危
言耸听。 从“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该自觉主动地为垃圾分类工作贡

献自己的力量。

夜里吃碗茶淘饭
文 任炽越（岭南路 15 弄）

过了黄梅天，再吃了端午粽，眼看温度一
天一天上去了， 底楼放着三只煤饼炉的厨房
间又闷又热，啥人也不肯多蹲。 早上趁风凉，
母亲把一天的饭菜全烧好了。 那是我童年时，
夏天家里常见的场景。

饭烧了一大锅， 菜就炒几只咸辣点能下
饭的。 中午阿拉几个“小鬼”每人盛一碗半温
热的饭，几口一扒，就解决问题了。 夜里厢，阿
拉要吃母亲做的茶淘饭。

这茶淘饭与一般烧出来的泡饭不一样，
它软而不糊、 清香滑爽， 最重要的是冷热适
口，与冷面、冷馄饨有得一拼，大热天我们最

喜欢吃了。
母亲跟我们说，这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天

热绣花任务紧，夜里不高兴再去开煤饼炉了。
吃了中午饭，下午烧好几个人汰浴的热水，就
把炉子封好了，还能节省下来一只煤饼呢！

不过做茶淘饭对米有些小要求， 当时上
海人家主要吃籼米，大米是计划供应的。 茶淘
饭的米不能用太陈的籼米，否则太硬，会影响
吃口， 而且粳米的比例也要比平常略为高一
些，这样口感就会更好。

晚上想吃茶淘饭的下半天， 母亲要先做
些准备工作。 她先把饭从钢精锅里盛出来，去
除锅巴， 然后把适量的饭放在一只大的瓦盆
里，置于阴凉处，再取出父亲的好茶叶，用大

号搪口杯泡上一大杯，放在边上待用。 母亲对
我们说，这泡茶的浓度有讲究，浓了似在喝茶
叶茶，淡了则感觉不到清香。

晚上吃饭前，母亲算好辰光，拿出盛饭的
瓦盆，用热水瓶里下午刚烧的开水，猛地冲进去，
立即盖上盖头，闷约半小时左右。盆里原本半温略
干的饭粒，在开水浸泡中吸进热气与水分后，渐渐
舒展了开来。 接着她将水沥干，待饭粒醒过片刻，
再倒下去适量开水闷一会，只见瓷白色半透明的
饭粒下面，晃动着泡饭乳色的汤汁。紧接着母亲把
茶叶水洒在盆里，用饭勺一淘，一股清香飘散而
上。 这时的茶淘饭，用老祖母的宁波话说，是热蓬
蓬、冷幽幽、喷喷香，不用菜也能吃二碗！

吃茶淘饭时，我们就用盛菜的蓝边碗了。

盛上一大碗，挟上茭白肉丁或毛豆萝卜干等，
还没吃菜，饭已下去了一大半。 母亲见状忙嚷
道，慢点、慢点吃，细嚼慢咽，否则要不消化额。

如果那天过茶淘饭的菜是油煎咸带鱼，
那母亲中午烧饭量米时就会叮嘱， 多量一罐
头半哦！ 不过母亲也不经常给我们吃茶淘饭，
尽管可省下一只煤饼和很多绣花的辰光，但
她说经常吃茶淘饭，要生胃病额。

母亲在世时，有一次我们在聊天中，不知
怎地说到了茶淘饭。 母亲说用现在科学饮食
的眼光来看， 这实在很不健康， 吃得时候很
爽，其实很伤胃的。 我与母亲打趣道，我现在
这个胃病， 可能就是小辰光吃茶淘饭吃出来
的。 母亲听后笑道，那我真害了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