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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大社区

波阳居民区“掌门人”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杨浦市民与沪东状元楼的不解之缘

铛铛铛！在大家的翘首期
盼下，4 月 19 日，长白社区蝴
蝶面制作特色活动如期而至，
吸引了近 20 位小朋友和家长
们的热情参与。本次活动旨在
培养社区小朋友们的动手能
力，增强他们的合作意识，增
进亲子间的感情交流。

活动现场，初来乍到的李
老师很快成为了大家的好朋
友，他轻声慢语地对小朋友
说:“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用新鲜的蔬果汁做天然色素
制成的面食不仅色泽鲜润，而
且还更有营养呢。”

随后在李老师的演示讲
解和帮助下，孩子们和家长分
工协作，把青菜、胡萝卜、火龙
果洗净、切块、打汁，之后加入
面粉，边揉边加。面食好不好
吃，揉面尤为关键。

别看揉面是个力气活，小

朋友们的动作比起大人来却
毫不逊色，虽毫无章法，却十
分利索轻快，直到面团变得光
滑柔韧，最后擀面、压花，对夹
收拢，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教
室里不断地传出欢声笑语:
“爸爸，快来帮帮我”“妈妈，
这样行了吗？”“嗯，我们装罐
吧”，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制
作，凝聚着集体汗水与智慧的
蝴蝶面被包装成罐，小朋友们
各个如获珍宝，把自己亲手制
作的蝴蝶面揽入怀中，笑容在
他们纯真的脸上洋溢。

整个活动孩子们自主参
与，充分体验，获得了愉悦的
经历，通过这次活动也为小朋
友们之间搭建了相互沟通交
流的平台，释放了压力、使他
们能更好地融入社区大家庭
中。

（长白新村街道）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平凡
的老物件，既是一个人的珍贵记忆，
也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见证。一什一物
的背后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故事，带我
们一起飞回到童年的梦中，飞回到激
情燃烧的岁月，飞回到波澜壮阔的新
时代！

沪东状元楼是创建于 1921 年的
老牌菜馆，以经营甬帮菜为主要特
色。

杨浦拥有不少蜚声沪上的老字
号，尤以开设在八埭头地区的“沪东
状元楼” 名声最显。它与曹家渡的
“沪西状元楼” 以及西藏中路上的
“甬江状元楼”呈三足鼎立之势。

沪东状元楼当时之所以能在竞
争激烈的餐饮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八埭头地区的宁波籍
居民较为集中，为店家提供了丰富的
客源；

二是状元楼特邀宁波名厨掌勺，
冰糖甲鱼、苔条拖黄鱼、乳腐卤大烤、
乳腐黄鱼豆腐、特色黄鱼羹都是沪东
状元楼的传统宁波特色菜肴；

三是临近上海鱼市场，从事海上
运输的甬籍鱼商和鱼市场里的老板
们时常在状元楼设宴就餐，同时也借
“状元楼”的名号图个吉利，以求生
意兴隆。

新中国成立后，杨浦市民特别是
八埭头一带的老百姓凡遇喜庆吉事，
欲宴请亲朋，都会不暇思索地脱口而
出：“去状元楼！”

“老杨浦”余宏达先生对沪东状
元楼则有着别样记忆，他在青少年时
期常去沪东状元楼买肉骨头黄豆汤。

那时候，余先生拿着母亲给的 1
角 5 分钱，提着个“钢宗窝子”（沪

语，即钢锅）去到沪东状元楼，一进
门先买票，然后横穿底层大厅来到厨
房，那里有专门的大厨用砂锅烧制肉
骨头黄豆汤，灶头旁顾客们的“钢宗
窝子” 一字儿排开，等排到余先生
时，大厨把烧好的汤倒进 “钢宗窝
子”里，余先生则递上进门时买的票
子。买回家后，余先生的母亲把锅子
放到煤球炉上，往汤里再放点小青菜
之类的蔬菜，以尽量满足一大家子人
尝鲜。每每回忆起来，余先生总觉得
嘴里还留有那时肉骨头黄豆汤的鲜
美味。

沪东状元楼也是不少杨浦人家
结婚办酒席的首选之地，更有甚者两
代人都把婚礼放在那里举办。作家刘
翔珍藏着一张沪东状元楼特制的婚
宴请柬，那是他最幸福的一段记忆。

1989 年，刘先生在沪东状元楼
二楼举行了婚宴。当时沪东状元楼的
婚宴价格有 40 元一桌和 60 元一桌
两种，而当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 217 元 （引自上海市统计局官
网）。为了让亲朋好友吃得尽兴，刘
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60 元一桌。

宾客们喜滋滋地称赞：“迭个地方灵
额！”

新世纪后，随着杨浦商业重心的
转移和通北路海鲜一条街的异军突
起，沪东状元楼的竞争压力愈来愈
大，渐渐失去了传统特色。2010 年前
后，几番易主的沪东状元楼成了一家
海鲜坊。

此后，沪东状元楼所在的平凉西
块列入了杨浦旧改的重点区域。许多
“老杨浦”在动迁之前，不约而同地
来到昔日的沪东状元楼，约上老邻
居、老伙伴们吃上一餐，和这家老字
号道个别，只是记忆中那充满咸鲜风
味的甬帮菜早已没了踪影，徒留唏
嘘。最终，这家老字号在旧改的大潮
中关门打烊。

再见，沪东状元楼！不过在杨浦
人心中，这声再见大约是真的想再
见，人们打心底里希望这家老字号能
涅槃重生、再续前缘。因为在这家老
字号里，人们品尝的不但是美酒佳
馔，更从中体味到不一样的亲情、爱
情与友情。

（最忆杨浦）

“杨浦大社区”栏目向四平
居民提供整个杨浦的社区人
物、活动、历史风貌等内容，
让杨浦的风景尽收眼底！

22000044年拍摄的沪东状元楼

小小蝴蝶，大大凝聚
长白社区举办烘焙特色活动

□记者 闫冬

“王书记，要去巡逻啦！”在腾
越路上，居民热情地和正在巡逻的
波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丽玲打招
呼，尽管她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围
巾和口罩，但居民仍然一眼就认出
来。在波阳居民区，王丽玲既是居委
会党总支书记也是志愿者。她严于
律己，爱岗敬业，坚持群众路线，始
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堂堂
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作为自
己日常工作的行为准则，为居民办
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成为波阳的
“掌门人”。

她在居委会工作的二十多个年
头中，曾获得过诸多荣誉，并被授予

2015 至 2017 年度的党总支书记
考核优秀、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居民的事，就是我的事。为群众排
忧解难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王
丽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她
付诸以行动的诺言。自她到波阳居
民区工作的十年来，她走遍了居民
区的条条小巷，1500 户人家住什么
房，有什么困难，她都心中有数。

创建无违建居村

根据区委区府关于住宅小区拆
违和环境整治工作的总体要求，遵
照定海路街道有关拆违工作的指示
精神，为创建无违建居村（街道），
王丽玲和居委干部们多次上门对违

建居民做思想工作，将心比心、化解
矛盾。

面对不同人群，她采取不同的
方法。帮助困难钉子户，她深入了解
居民家庭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
家庭身份进行“同理”说服与沟通；
激发老党员党性，对政策法规进行
剖析，以理动人；与年轻人谈心，拉
近距离；与中老年人沟通，对整治后
小区的整体面貌进行征询，牵引助
力。最终，攻克难题，圆满完成“扫
尾”工作，配合城管部门完成了对
小区内 36 户居民 470 平方米违章
建筑的拆除工作。

起初，也有居民不理解居委的
工作，并在拆违的过程中引起过不
小的矛盾，但都被王丽玲一一化解
开来。“3月份拆违，我们年前就积
极宣传，呼吁居民积极配合工作，同
时，大家也有时间准备起来。”王丽
玲认为，准备工作做的充分，后续工
作才能有序的开展。

助力拆迁工作推进

在定海社区（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的领导下，确定了“围绕动迁
抓党建、抓好党建保民生”的工作
思路，王丽玲成立了波阳动迁调解
小组，配合动迁组的工作，这些工作
往往牺牲她的个人时间，但换来的
效果却非常惊人。

这次社区内动迁，居民除了退
休人员外，大多都是上班族，因此调
解工作往往集中在晚上。她白天在
居委处理各项事务，夜晚还要奔波

在动迁组现场进行调节。面对动迁
涉及面广、矛盾集中、动迁利益敏感
等工作难点，调解工作往往会进行
至深夜。通过 1 个多月的不懈努
力，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配
合动迁组完成了 134 街坊的动迁
工作，在规定期限内签约率高达
96%。

开展垃圾分类行动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实施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步骤，对于改善居民环
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建节
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宣传，营造
舒适的社区氛围，她以居民组长、楼
组长、志愿者为基础，成立“护绿爱
家”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通过设
计 “护绿爱家”logo 标识，制定
“做护绿使者，与环保同行”的主题
标语，为居民营造了一个“垃圾分
类 人人有责”的环境氛围。

她还主动承担宣传义务，利用
个人时间，挨家挨户分发宣传资料，
发放垃圾袋，并且耐心的和居民们
讲解投放要领。遇到不理解的居民，
她便不厌其烦的向居民讲垃圾分类
的常识和好处，将垃圾分类的理念
深入到居民的心中，得到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称赞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