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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五里雅韵

远望江水亦纵横
文 陆仲绩

老陈在朋友圈发了照片， 我一眼就认
出这是黄浦滨江绿地的“远望 1”号。每每晚
饭后，我在黄浦滨江畔散步，都能在原江南
造船厂旧址，看到“远望 1” 号的丰姿。每次
走近它，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仿佛
是伴着历史的长河走进了一段纪实、 一个
机遇，从而翻卷起一个个飞腾的浪花、成就
了一个腾飞的时代。

老陈是我大学时的同窗和老哥， 出了
大学门，老陈便与“远望”事业挂上了号，开
启了乘风破浪的人生之路。 也正是因为他，
当我看到“远望 1” 号时，就变得比周边三
三两两抬头瞻仰的游客多了一点亲近感与
一份骄傲。

老陈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还曾荣

立过三等功，人生有此军功章，无疑添了浓
彩重抹的一道亮丽。 记得有一次我问他，
“哪个亮着灯光的窗户是你住的？ ”他回答
说：“换过三次房间，搬得越来越高，住得越
来越宽敞。 ”我笑了，老陈却变得严肃起来，
“那是责任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 ”从那
次对话以后，每次我再走近“远望 1”号，特
别是看到亮起了灯光时， 都会凝神关注各
层船舱透出的灯光……皓月当空时， 月光
如薄纱轻罩着船体，曾经浪迹天涯的“游子
“，那一刻，与家乡同在，与灯光同辉；没有
月光的日子， 不远处的卢浦大桥的霓虹灯
在相伴闪烁， 还有无数人们敬仰的眼光在
瞭望……

可老陈从没有觉得他们有多么厉害，
而是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和时代。
说得也对，1865 年（清朝同治四年）在洋务

运动中诞生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饱经历
史沧桑后， 成长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军
工造船企业， 成为中国舰船制造业和海军
装备建设的中坚力量与旗帜， 成为了中国
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 “江南”，在
一处原本不会让人太多经意的江边， 跨过
一道道坎， 支撑起了一个民族制造工业倔
强崛起的身影。

“远望 1” 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
当时继美、苏、法之后世界上第 4 个能够自
主建造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实现了航天测
量网从陆地到海洋的历史性跨越。 “远望
1” 号驶入上海江南造船厂原址 2 号船坞，
与不远处新颖的中承式拱桥--卢浦大桥
相呼应， 静卧在华丽转身后的黄浦滨江绿
地间。有一次，战友重新登上“远望 1”号，从
事远程测控的屠老师说道，“我那时是测控

中心计算机通信室主任， 现在镜头里出来
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了， 和我同龄人都已经
退休了， 不过这大楼以及机房都是我以前
一起参与建设的 ， 看上去也是非常熟悉
的”。 屠老师是在西安的，他们是中国远程
测控的第一代人，白手起家，艰难摸索，开
拓者的一生奉献， 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和
努力，没有辜负时代给予的机遇，才有了今
天可以扬眉吐气，傲视群雄的底气。

“远望江水亦纵横”， 这里曾是中国制
造业的发源地， 如今成了民族工业的发祥
地。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闪耀
在江南原址的“远望”，无疑给黄浦滨江绿
地增添了一个显赫闪亮的地标。

“海浪之美，不在于前与后，只现于起
与伏”，人文魅力，底蕴厚重，憧憬这里将成
为又一征程，众望所归的出发地。

【【居居民民来来稿稿】】

陕西有句老话：八百里秦川尘土飞
扬， 三千万老陕共吼秦腔。 “秦腔如烈
酒，五味杂陈，不可一饮而尽。 ”慷慨激
昂，苍劲悲壮，气势磅礴，不仅唱出了秦
人的魂，更唱出了大西北黄土地的千年
风情神韵。

秦腔 ， 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种之
一。新编秦腔廉政历史剧《关西夫子》前
不久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以慷慨
豪迈的秦声秦韵唱响一曲廉政文化建
设之声。

《关西夫子》 以陕西历史名人、“清
白吏”杨震为原型，以特色鲜明的陕西
地方剧种秦腔为表现形式，展现了东汉
大儒杨震在知天命之年临危受命，从潼
乡学馆赴任荆州惩贪救灾惊动朝野的
故事， 彰显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以身许
国 、生死不避的高尚人格 ，弘扬以 “四
知”为廉洁镜鉴的“慎独”精神。

“杨震志在乡野学馆，几十年心血，
浇灌桃李满园。 ”杨震为何阔别生活了
50 年的家乡，放弃从事了 30 年的教育
事业？为何敢在金銮大殿之上与权臣刘
凯舌战？为何敢于旗帜鲜明地表达不与

奸佞同朝、不与权贵同流？皆因他“朝廷
征辟赴国难”，他看到“良田成泽国遍地
饥寒，豪强兼并乘灾患，流民啸聚山林
间，官场贪渎案连案，困局重重忧万端”
的现状，他要救民于水火，重整好河山。
他的执着和勇气都源于心中装着“苟利
国家”的使命担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幕开
启那一刻，杨震带着学生大声朗读的这
段话，是贯穿全剧的精神之轴。 “老百姓
赋税，养活了我和你，养活了文武百官
满朝臣。 ”杨震在与太守潘润的对白中
说明了为何要重视百姓疾苦、感念百姓
恩情。 在剧中，刚到荆州的杨震微服私
访、走街串巷，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他悲
愤不已。 深知“民惟邦本”的杨震，不能
容忍贪官污吏欺压百姓、 贪墨赈灾粮，
因此有了剧中杨震为民抗争的一幕幕
精彩演绎。

行有止，心中永存分寸底线。 “天地
有知明镜悬， 做人怎能欺良心”， 杨震
“暮夜却金”和“四知”典故在中国几乎
家喻户晓，成为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宝
贵精神财富和良好家风传承的典范 。

《关西夫子》通过艺术表现手法，带观众
穿越时空，重温那个历史片段。 面对官
场不良风气，杨震独善其身，感叹“难道
不同流合污就不能在官场生存吗？ ”见
到得意门生王密深夜送金，杨震坚决拒
收并严厉斥责：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
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
金与我，我知道。 天知、地知、你知、我
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圣贤养我浩然
气，共写天地大文章。 ”《后汉书》中记
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他在做官
时，子孙常吃蔬菜、步行出门，他朋友就
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 ， 杨震不答
应， 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
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明大德、守底
线，不仅把高洁品德作为遗产留给了子
孙，也留给了华夏民族。

有人说 ：“历史剧是历史与当代人
的心灵对话。 ”《关西夫子》将深厚的历
史内涵与强烈的现实感结合得恰到好
处，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让封存
于历史中的典故散发出具有新时代特
征的智慧光芒。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廉廉政政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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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元旦
韩鹤松/绘画

▲元旦快乐
杨靖/篆刻

凝心聚力 携手同行
2021年五里桥街道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顺利举行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
又留下了一道道辙痕。作别 2020，我们
满怀希冀，迎接 2021，我们再度出发。
2020年 12月 29日， 五里桥街道举办
“凝心聚力 携手同行———2021 年五
里桥街道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此次联欢会的节目由街道“同心”
艺术团进行表演。 “同心”艺术团由街
道内的侨界人士、少数民族等各界人士
组成，成立六年来每年定期举办各类文
艺演出，多次参与市、区各类文艺活动，
在丰富社区统战人士生活，展现社区统
战人士风采，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演出，网上全程直播，统战人士
们足不出户，就能观赏到精彩的节目，得
到一致称赞。 通过此次演出推动了社区
统战事业进一步发展，宣传统战文化，传
递了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好最大同心圆
的理念。 在浓浓的新年氛围中让大家从
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凝心聚力、 力同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热情， 激励大家在新
的一年中，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

喜迎新年 WULI 无畏前行

2020年 12 月 25 日， 五里桥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最
美的时光“WULI 秀场”———迎新专场活
动。 演职人员都是生活和学习在五里桥的
朋友们，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之余，踊
跃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在自身风采得以
展现的同时， 也为社区活动增光添彩，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