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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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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月 1日）。本月纠错质量
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
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本
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
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各
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1 年 4 月优秀“啄木鸟”：

王金荣 、刘童 、李群 、许国平 、李

志明、陈龙根、路永敏 、王小熙 、小班

张（昵称）、赵水生

2021年 4 月最佳“啄木鸟”：

唐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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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洁

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北面，台湾
路与南京东路平行。但是，一般行人却不太会
注意到它，因为台湾路太短，且“隐身”在宁
波路和天津路之间，全长只有 135米。但就是
这样的一条小马路，却被世人称为最具“烟火
气”之地。
马路两边，基本上都是建于 1900 年前后

的二层石库门楼房和弄堂。趁着好天气，老邻
居们都搬着小凳在家门口噶三胡，东家长西
家短，或高声反驳几句，也有低声窃窃私语，
时不时地还哈哈大笑起来。
沿着马路往前，东半段沿街人家也纷纷

出租或开店经商，好生热闹。“这条路是附近
比较有名的小菜场。沿街两旁全是蔬菜摊、鱼
肉铺、水果店⋯⋯”居民介绍道，夏天的台湾
路上，各种店铺门口撑起五颜六色的遮阳伞，
让人恍若到了海滩边，还真有几份想象中的
“台湾风情”。

现在，随着城市治理管理的深入，两边的
商店经过修缮装修，统一招牌，恢复清水清砖
的墙面外观，台湾路的嘈杂中还有了一种海
上旧里的新气象。让记者记忆深刻的，一定是
这仅有 3m2的面铺了。
从河南来上海，在市中心地段经营这个

小店，没点真本事可不那么好生存。老板告诉
记者，别看店铺不大，但在弄堂里也是个“明

星店铺”了。“价格优惠，口感劲道。”隔壁卖
蔬菜的大姐这样评价道，说罢买了 10 元钱的
白面馒头。“老板，拿两块钱的面条。”“我要
两个豆沙馅饼。”前来的顾客你一言，我一语，
但看得出，都是熟门熟路。
因为空间极其有限，食材都需要提前加

工好才能售卖。从早上 6点到晚上 8点，东西

卖完了，就早点“下班了”。老板表示，在这里
经营小店 10多年，虽然辛苦，但也乐得其所，
小弄堂的烟火气是大超市、大菜场中缺失的，
在这里，不仅仅是做生意，更多的是邻居们交
朋友。

回头看看这条有 155 年历史的马路，它
见证了上海中心城区从英租界到公共租界

的起源、发展、变化和消失。周边的房屋也都
有近百年的“房龄”，哪怕外部再怎么修缮
美化，终究难掩内部的的陈旧老化，况且外
面的世界翻天覆地，台湾路百年一遇的旧改
征收机会也差不多到了。所以目前这里的居
民都在静观世事的变化，憧憬规划拆迁之后
的事情。

135米的台湾路 3m2的面铺

一条小马路尽显人间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