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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别踩！湖堤是用墓碑做的，阴气
重！”，一位在杨浦公园榆湖湖边放生的老人
说，引起了人群一阵骚动。
怎么回事？公园里怎么可能出现“墓碑”

呢？就算有墓碑，也不能把人家的墓碑当作湖
堤啊？这也太不尊重死者了。
在杨浦公园的榆湖，确实有一些关于

“墓碑”的蛛丝马迹。榆湖是杨浦公园最大的
湖，居民们口中所说的墓碑位置，就是围绕着
湖水一圈的石头湖堤。
围绕湖水一圈的石头湖堤，听老居民说，

这一圈几乎都是用“墓碑”做的。那么真的是
这样吗？
记者围绕着榆湖走了一圈，发现这些湖

堤确实不一般。R.I.P. 、永光照之等纪念碑文
清晰可见。这些碑文，清楚的记载了他们的生
卒年月，有些则是用英文所写。为什么公园的
湖堤是用墓碑做的？
在公园活动的居民讲述，确实是用墓碑

做的，有些石头虽然没有碑文，那是因为将墓
碑劈开制作而成。有些则是文字朝下，所以看

不到碑文，甚至在湖水下面还有好多墓碑。还
有的居民解释，和当时的年代的社会环境有
关系。这些墓碑，要追溯到杨浦公园建造以
前，这里原来是村落和坟场，50 年代开始建
造公园时，这些墓主人的墓碑因为年代久远，
无人认领，所以拿来做湖堤。
有些虽然没有文字，但从形状、大小来

看，也和墓碑差不了多少。
照理说，在中国，与墓地相关还是比较忌

讳的，更别提用墓碑做湖堤了！因此记者向杨
浦公园岗亭的工作人员咨询此事，但工作人
员并不知道。于是，在网上通过查找资料，发
现了一篇 2012 年 5 月 29 日的《青年报》头
版头条文章《杨浦公园湖堤部分石材取自民
国墓碑墓志铭历历在目提醒你：小心别踩！
———半个世纪无人认领仍被质疑是否对死者
不够尊重》，文章详细的报道了榆湖湖堤墓
碑的来历及被质疑的种种问题。
这些墓主人大多葬于上个世纪二十年

代，至于墓碑为什么会用做石材，文章介绍的
和居民诉说的相符，杨浦公园始建于 1957 年

初，1958 年 1 月 24 日建成开放，全园面积
22公顷。园址原系农田、池塘和居民小村落
及零星坟地，其中有北马桥、卢家门、王家宅
基等几个小村落。
报道称，杨浦公园管理方沈小姐证实，公

园最早于 1958年对公众开放，早前此地为一
处墓地，后来墓地被铲平，造起了公园，原先
自然存在的河道被拓宽，连为一体，形成一块
湖泊，又因修造人工湖需要石材，于是就地取
材，大量废弃的墓碑石成为河边的砌沿石。
对于针对这些墓碑的保护措施，沈小姐

表示公园管理方没有收到上级部门的相关委
托。对于不知情的游人的踩踏，沈小姐也很无
奈，她表示，如果有死者家属前来认领墓碑，
并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身份，园方肯定会
将这些墓碑物归原主。不过据园方所能提供
的信息显示，这么多年过来了，还没有出现过
任何来认领这些墓碑的人。
原来如此！文章还探讨了这些墓碑到底

属不属于文物范畴，专家的意见不一。一位相
关专家认为不属于，由于墓地已被填平，墓碑

也被移动，只能算文物碎片，无法被保护起
来，因此不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围，所以严格
来说不算文物；另一位专家则认为这些墓地
主人生前未必住在杨浦，不过里面可能会出
现比较重要的人物，哪怕只有一两位，我们都
应该保护起来，帮助解读上海近代史，是重要
的文物。
不过，报道了这么久，杨浦公园榆湖湖畔

的湖堤还是照旧，没有人认领，更没有人关
注，只有墓碑上的文字记述了他们的人生。如
果你去游玩的话，记得不要踩踏，不是因为
“阴气重”，而是出于对往生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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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老年人福音 老公房可加装电梯

如果您在阅读本期《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
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
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也
可以直接发送报纸截图）。 每期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
为本期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每期纠错质
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本期优秀“啄木鸟”，并获
得最新出版的《咬文嚼字》杂志一本。

2019年 3 月优秀“啄木鸟”：沈庆麟、沈周建、朱佳琦、严志
明、 金革文、万山红、顾姚根、杨保飞、张德胜、沈振远

2019年 3 月最佳“啄木鸟”：徐俊培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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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发布”

四平社区是一个老社区，随着社会步
入老龄化后，许多老年居民们面临着这样
的困难：自家住的小区，上下楼特别不方
便。因此，大家都渴望能给“老公房”加装
电梯。
四平路街道房地办，专门开设了一个

窗口，每周二固定向居民们开放，提供居
民关于加装电梯的政策、事宜。同时，居民
有什么不懂得，都可以及时咨询，是不是
很棒呢？
自 3月 19日窗口开放后，每周都有

许多居民前来咨询，房地办工作人员会给
到居民详细的解释，以及流程要怎么走，
具体要用到哪些表格。还有些居民甚至来
自于其他街道。
居民们表示非常高兴，有些居民将咨

询到的信息，反馈给楼组长，进行进一步
商榷，有些居民则是通过居委会的通知，
过来进行咨询。
对于有意向加装电梯的居民，工作人

员会现场进行记录，对于想了解分摊费用
的居民，工作人员则是通过已完成的案例

进行解释，并根据不同居民楼的不同环境
给出意见。
工作人员通过与居民的接触，也逐渐

了解到，同一楼的居民对于安装电梯的主
要矛盾在于“影响采光、电梯的运行声
响”，这也是让底层居民拒绝加装电梯的
主要因素。况且，加装电梯必须要同楼
90%以上的同意率且不能出现明确的一
票反对。
所以，同楼居民需要协调，一遇到专

业的问题大家就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
此，居民们强烈需要搭建一个专业平台进
行协调
你想给自家住房加装电梯吗？是不是

也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呢？不如到房
地办窗口现行咨询，然后到各个已经进行
了的小区多多了解了解吧。

每周二早上 9 点至 11 点，下午 2 点
至 4 点，第三方组织及房办工作人员在街
道房屋管理办事处 （铁岭路 28 弄 1 号
106 室）现场接待居民咨询。

迷你自然博物馆 身边的科学课堂

相信许多家庭都去过沪上自然教育打卡
圣地———上海自然博物馆。精美的标本，恢弘
的展馆，还有那些奇妙的自然世界让人流连
忘返！
没有去过的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同济大

学的彩虹科学公益团队在四平路社区公益基
金会的支持下，将迷你版的自然博物馆搬进
了阜新路睦邻中心儿童活动室，快来看看都
有些什么吧！

植物和昆虫标本区
植物和昆虫标本区，可都是实打实的真

家伙哦！动植物标本由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捐赠，采集于每年的野外考察，它们
完成教学使命后，还将继续在社区里发光发
热！
大家快去看看这些植物和昆虫是否在身

边、公园里见到过吧！蚂蚁和蜜蜂居然是亲
戚？结合中间的科属分类牌，配上拼音标识就
可以开始学习啦。

综合展示区
左侧的橱窗，展示了自然知识的多样性：

从平时最常见的鸟类、植物到水中生物，从温
馨的筑巢行为到残酷的求偶决斗。这些内容
既是“绿行者”一年期课程的回顾，也为大家
提供了公共开放的自然世界，迷你、亲切、有
趣！（鸟类标本采购于正规标本厂）
美丽的红腹锦鸡标本十分少见，大家不

妨近距离观看一番。每一种标本旁边都配有
详细的知识介绍，帮助大家加深对“绿行者”
项目的理解。

微观之窗
除了以上展览性的内容，还准备了一台

显微镜供小朋友们学习使用，它是我们认识
世界、走近自然、了解生物科学的好工具。不
会使用也没关系，这里有精美图册教大家接
触微观世界。
想知道蝴蝶翅膀到底是啥样？我们的血

液中到底有什么？赶快来这里打卡吧！
显微镜旁有教学说明，大家可以动手学

习！注意：爱护公共财产，显微镜为精密仪器，
容易损坏，请家长辅助小朋友进行操作，不要
用力掰扯。年龄小于 5岁的小朋友，推荐欣赏
旁边的显微图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