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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

【生活随笔】

关于垃圾分类随想
文 黄寅仙（淞三居民区）

我的小外孙在新加坡上幼儿

园 ， 有一次我作为家长参加幼儿
园小朋友的一次校外活动 ， 老师
带他们去逛了超市 ，参观了食品 、
服装、水产、熟食、家电等区域。知
道了穿的衣服 、 袜子统一归服装
类 ，吃的糕点 、糖果 、饮料统一归
食品类 ，电视机 、冰箱 、洗衣机统
一归家电类 ， 让小朋友参观超市
谈分类，我很有感触。我四岁的小
外孙也初步学会了各类物品的分

类 ， 在家里他也会把各种玩具进
行分类 ，各种汽车玩具的归一类 ，
积木的归一类 ，各种小人书 、画本
归书籍一类 ， 我感觉小孩从小在

幼儿园受到的分类教育非常好 ，
值得上海的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学

习、借鉴。
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小外孙

回家，想抄近道过马路 ，被他拦住
了，他说 ：在新加坡没有斑马线的
地方是不能走的，他的小手拉着我
的大手从附近的斑马线过了马路。
对此我十分震撼，一个 4 岁的小孩
竟被幼儿园的老师调教得如此守

规矩，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走 ，什么
地方不可以走 ，泾渭分明 ，一点不
含糊。

其实分类何尝不贯穿于我们

生活中的每个方面 。 我是个驾驶
员，知道内环高架 、中环线只能通

行于各类客车，货车禁行。 外环线
上 ， 货车只能行驶于右边两根车
道，机动车 、非机动车也是各行其
道，来不得半点马虎。 类似这样的
分类在生活中举不胜举，上海的城
市精细化管理，堪称有着绣花针的
模式， 大概也是从各种大数据分类
中进行实施的。

关于垃圾分类已经喊了好多年

了， 记得三年前市政府就有了这种
想法。市府领导去台湾访问，看到了
台湾的垃圾分类， 觉得垃圾分类对
城市环境的改善起着不可忽略的作

用， 于是就提出了垃圾分类的具体
实施办法， 有了小区垃圾分类的初
步专职保洁人员， 但还没有具体实

施到每个家庭、 每个市民的个人行
为上。

从去年开始，各区、街镇全面进
行落实垃圾分类。在这之前，我们小
区还只是每栋楼前摆一只垃圾桶，
做到垃圾不乱丢， 楼道门前各扫自
家“雪”，但还是混装，拉到垃圾房，
再由专职人员进行分类， 居民对于
干、湿分类还无概念。

今年我们小区路面全面撤桶，
各楼前不再摆设垃圾桶，每天分早
晚两个时段定时定点，由居民在家
中先自行分类 ， 扔到统一的垃圾
桶， 并有志愿者指导、 督促投放，
居民的高认知度使垃圾分类进行

得十分顺畅 。 当然偶尔也有些不

协调的杂音。
由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实施，我

明显感觉到自去年下半年至今，苍
蝇、蚊子的侵扰明显减少，小区的清
洁度明显提高， 垃圾房的异味明显
减弱。 如果说空气质量的改善更多
取决于厂矿企业的排放、 汽车的排
放， 那么地面的清洁更多来自于广
大市民的个人生活习惯、行为，当然
垃圾分类、 清洁工作还大有文章可
做，不仅涉及到干、湿、可回收、有害
垃圾的处置，还涉及到不随地吐痰、
不随地扔纸屑、烟蒂、养狗居民的遛
狗排泄物处置等等。

匹夫有责，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啊！

文 杨松涛（淞二居民区）

天山星城有位离休干部金关

兴，今年 95 岁，1947 年 7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成为新泾地区开展革命
斗争的一名战士。 一个春暖花开的
日子， 老爷子带着子女来到嘉兴南
湖红船旁回忆起自己加入党组织，
发动群众与国民党展开 “反饥饿、
反迫害 ”斗争的那些事 ；又是一个
风和日丽的日子，老爷子领着子女
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迎风飘扬的
五星红旗， 细说着 70 年前为解放
军送情报 、当向导 ，迎接上海解放
的那些点滴往事，看着一枚枚纪念
章 、听着一次次的叙述，老爷子以
《家风·做人的担当》，开启我们人生
的红色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 老爷子在
勤光小学任教师。 当时的上海近郊
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帝国主

义扶持， 统治上海的重要屏障和依
托， 反动派党政军警宪特勾结地方
上封建恶势力横行乡里，高额地租、
高利贷、苛捐杂税如“三把刀”，压迫
近郊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1946 年 7、8 月 ，俞树芳 （新泾分区
委委员） 带领老同学金关兴在新泾
地区以办民校着手， 领导群众在艰
苦困难条件下， 与反动派进行不屈
不挠的斗争。 他们借用私立大金更
小学办起了卅七民校， 老爷子以民
校老师的公开身份， 在卅七民校组
织青年学习文化， 进行阶级斗争和
解放战争形势教育， 团结群众广泛
开展“划界”与“反三征”的斗争，老
爷子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来自
新丰第一织布厂的青年工人、 附近
村庄的青年农民及无钱读书失学在

家的青年学生 50 余人，经过学习教
育，成为郊区对敌斗争的中坚力量。
新泾分区委为了开辟西郊诸翟周边

农村工作， 在诸翟镇北边办起了肖
王庙小学和卅七民校分校， 老爷子
随卅七民校， 迁至北龚家宅、 刘家
宅、 薛家厍村参加三个班级的创办
工作，与虞墩、大金更、周桥三个学
校工作据点连成一片。 经过 2 年时
间深入细致的艰苦工作，9 个民校
办了近百个班级、 影响力渗透三四
百个村庄、19 个工厂， 吸收了 2000
多名青壮年工人农民， 从中培养和
发展了一批党员， 成为解放后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1946 年 7 月，解放战争全面展
开。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新泾
分区委要求党员、积极分子，对西郊
地区工厂、学校、仓库、教堂的地理
环境、自然条件、敌人军事布防、驻
军番号等进行早期情报收集。 党员
们利用敌人拉民夫的机会， 深入敌
占区侦查敌情； 借来回往返于封锁
线，探测敌军火力设备、地雷埋设地

点； 凭借工作之便传递重要场所的
内部信息， 老爷子在勤光小学参加
了对苏州河南、哈密路东、虹桥路北
地区内敌军驻守人数、武器装备、碉
堡以及道路、河流、桥梁等信息的调
查， 并绘制成地图经新泾分区委整
理上报，为日后接应解放军进城、接
管城市、 迅速恢复生产提供了宝贵
资料。

1949 年 5 月上旬，人民解放军
解放青浦、松江等县直逼市区，老爷
子奉命带着收集的情报和绘制的地

图，作为解放军进城的向导，与西郊
战线方面的第三野战军 27 军取得
联系，从诸翟路带领部队战斗过来。
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完整地
接收上海， 部队进入市区严禁使用
重火力攻击。 5 月 25 日，苏州河南
岸地区基本解放， 唯有盘踞在申新
一厂、八厂内的一股蒋匪军，企图凭
借厂房设施、扣押的工人负隅顽抗，

使解放军在周家桥地区正面进攻，
一时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 受范仲
奕（1953 年新泾区区长）指令，老爷
子和周家桥另一位积极分子， 带着
部队沿苏州河畔熟悉的巷间小道，
迂回到申新一厂侧面， 向厂区内的
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迫使敌军放弃
抵抗仓皇向苏州河北逃窜， 成功地
保护了申新一厂的生产设备和工人

生命。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后，老爷
子作为军管会、 市委郊区工作委员
会干部， 全身心地投入上海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

先辈抛头颅洒热血 ， 迎来新
中国成立 、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
后人奋辑者先 ， 改革开放追求卓
越 ， 让东方巨龙腾飞 ， 屹立世界
民族之林 。 传承红色基因 ， 弘扬
红船精神 ， 《家风·做人的担当 》
引领我们在红色路上 ， 矢志不渝
地做一名有担当的后来人。

家风·做人的担当

七绝
立夏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入夏时光日晷长，门墙桃李满园香。
量身品蛋颐年乐，宅后枇杷一片黄。

七律
故乡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钱江如练映蓝天，舟楫穿梭绕紫烟。
远望名山居圣佛，高攀宝塔拜神仙。
叩头灵隐经堂内，漫步西湖水石边。
起伏思潮奔故里，无端热泪涌心田。

踏莎行
临帖遐思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旖旎风光，青幽景色。临窗提笔磨金墨。
春风吹皱水池波，手钤心爱田黄石。
翠鸟梳翎，雄鹰展翼。炉香台烛驱孤寂。
宛如酒醉醒来时，神清气爽胸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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