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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

【关爱下一代】

七律

漫步乡间小道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妖魔送走再无愁，一片兴昌干
劲牛。
五谷丰登迎夏熟，八音齐奏盼

秋收。
潺潺碧水山中过，处处清泉石

上流。
玉露微风吹绿叶，逍遥自在驾

轻舟。

唐多令

黄梅天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梅雨洒纵横，风轻蝉噪鸣。草池
塘、菡萏初婷。碧水青荷相映照，再
几日，盼回晴。
花伞小街撑，竹林棲翠莺。落红

霞、孤鹜飞升。昨夜故人来托梦，終
不见，待天明。

【诗歌】

用新作为回应新时代（下）
文 周颂鲁（淞二居民区）

青少年处于“拔节孕穗”的关
键时期，不能没有理性的思索和实
践的积累，除了读好 “有字之
书”，还要用好“无字之书”，在广
袤的“社会大学”中得到锻炼。党
的十九大以来，镇关工委挖掘资
源、丰富形式、创新机制，千方百
计地为孩子们创造着各种成长成
才的机会。
2019年，镇书画创作基地负责

人严素华兼任镇关工委的关爱组
组长，不仅人到位、心在岗，还把
书画创作基地的资源一并带了过
来。当年暑期，严老师试办“青少
年快乐书画苑”。在书法学习中，
她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金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中华文
化作为书法学习的主要教材。还
尝试将“举办习作展”、“奖励好
作品”等争先创优活动融入书法

教学，传统的书法艺术和新时代
的思想道德教育终于喜结良缘。
2020 年，“青少年快乐书画苑”被
推选为新泾镇关工委的品牌项目，
并得到了区关工委的认可。
这些年，新泾镇的几位老红

军、老八路逐渐老去，革命传统教
育的师资力量一度有所削弱。今
天谁来给青少年讲信仰？镇关工
委的回答是“让有信仰的人讲信
仰。”他们调查研究、更新观念，
根据关工委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多的优势，与
时俱进地选拔一批 “40、50 后”
的优秀“五老”志愿者充实师资
队伍。镇关工委顾问杨钟珉成了
“五老” 志愿者中的第一位接棒
人。年逾六旬的老扬出身革命家
庭，退休前在镇人大副主席的岗
位上任职。童年时的杨钟珉与李
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做邻居，是
从小听着李白烈士的故事长大

的。自 2017 年建军 90 周年起，
老杨开始在学校、社区给青少年
讲革命传统。2019 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之际，他接受了上海市公
安局特警总队的邀请，为总队综
合办公室的青年干警作了“迎解
放、忆先烈、守初心、担使命”的
主题报告，讲的也是李白烈士在
白色恐怖下迎接上海解放的英勇
事迹。那些情景式的故事既有惊
涛拍浪的气势，也有润物无声的
效果，受到了青年干警们的热烈
欢迎。一批优秀的“五老”志愿者
走上讲台，镇关工委的革命传统教
育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直抵心灵，用青少年身边的发

展变化启迪信仰，这是镇关工委用
好“无字之书”的又一特色。国庆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主题
教育中，镇关工委报告组组长马文
龙的主题报告让人耳目一新。马老
师是新泾镇的“老土地”，作为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亲历者，马老师的主题报告实事
求是、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他不讲空话，善用家乡城镇化
建设的巨大变化来讲好 “中国故
事”、阐述“四个自信”，把大道理
讲成了孩子们听得懂的 “实道
理”。在一年一度的读书活动中，镇
居两级关工委还要求青少年与长
辈们多互动、多交流。通过三代人
的对比，见证改革开放给每个家庭
带来的巨大变化。孩子们领悟到的
“共产党行”、“社会主义好”有滋
有味，是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身
边事”。
这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这里有一群可敬可爱的老年朋
友。他们全心全意构筑 “主阵
地”，兢兢业业打造“主渠道”，
大手牵小手带领孩子们听党话，
跟党走……这就是新泾镇关工委
的美丽风景。

新泾畜牧业的发展（四）

【记忆新泾】

文 高荣华（欣宏律师事务所）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国家
发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号召，新泾公社出现了许多个体
养鸡户，农户在自己住宅或承包
了集体鸡场饲养肉用鸡。为解决
农户养鸡销路，副业公司招录了
两名有推销经验的农民，向市区
酒店和酒家推销肉用鸡。黄浦区
小绍兴等十来家酒店及酒家同意
副业公司送活鸡，每天数量在百
只左右，解决了个体养鸡户的后果
之忧，这批个体养鸡户也成为了新
泾公社最早的万元户。

1983年 11 月，国务院发出了
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新泾
乡人民政府于 1984 年挂牌成
立，原生产大队也改称为村民委
员会。新泾公社名称虽保留，但
经济管理职能由经济联合社替
代，两年后人民公社在完成历史使
命后便自然消亡。
1984 年 9月，新泾乡哈密路以

东地区区域划归长宁区，但集体经
济和集体土地仍由上海县政府管理
和审批，形成一地两府的管理局面。
在哈密路马家桥的公社鸡场因建设
居民小区被征用，副业公司在原绥
宁村仙霞西路桥另建了新泾种蓄

场。可惜那时我已调离副业公司，到
乡政府法律服务所站开始从事法律
工作了。引以为豪的是，因新泾乡为
上海市的副食品供应作出重大贡
献，受到国务院嘉奖，乡党委书记还
到北京领奖。
1992年 9月，新泾乡整建制被

划入长宁区后，城市化进程速度加
快，大量的城市人口被导入到新泾
乡，根据城区环保要求，新泾乡畜牧
业面临关停并转。各生产队纷纷将
猪场、鸭场和鸡场改建为仓库后对
外招租招商。
部分生产队为保留传统养猪

业，就将猪场迁移到远郊，天山村薛

家厍、申家宅生产队将猪场迁移青
浦县重固乡和赵巷乡，程桥村将猪
场迁移金山枫泾乡，曙光大队王金
更（现荣茂公司）将猪场迁移诸翟
乡朱家泾村。副业公司所属种蓄场
和种禽场也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
先后把猪棚、鸡舍改为厂房或仓储，
并对外招商招租获取房屋租金。
新泾乡的畜牧业生产也有其

发展周期规律。1993 年，长宁区
在新泾乡区域内成立了临空经济
园区。由于副业公司的种蓄场在
临空经济园区内，随着园区的建
设，就成为副业公司最早的关停
企业。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

新泾乡农副业生产规模的萎缩，
乡政府决定将副业公司和农业公
社合并，另行组建“上海新惠副
食品有限公司”。几年后新惠公
司被“上海复新实业公司”吸收
合并。本世纪初，新泾多种经营办
公室因办公地要建造商品房而歇
业；因外环线和地铁机务段建设，
双泾村、努力村的土地被征用；新
泾种禽场由于要建造 “新泾家
苑”动迁房也关停了。
新泾乡的畜牧业生产由蓬勃

发展到鼎盛时期，再到逐步衰亡，
长达数十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新
泾的记忆。

文 王士雄（天山星城）

去了趟漳州云霄，方知靠山靠
海靠江，鱼米之乡，花果之城，什么
叫“玩在苏杭，吃在漳州”的美誉。
云霄是唐开漳的发祥地，历史悠久，
山珍海味，花样百出。绿豆粉、枕头
饼、手撕面、蚵仔煎、麻糍、沙茶肉片
……代代相传，品种繁多，而云霄家
喻户晓的烧窑鸡，让我领略了香味
之美、韵觉之妙、名声之广。
这次，我妻在天原时的老厂长，

带我们一行九人，赴陈厂长的家乡
云霄度假。一路上，他用几十年不变
的闽南普通话，娓娓而谈，讲叙闽南
的人文典故，特别是家乡烧窑鸡的
传说，几个版本，更是绘声绘色，听
得有滋有味。古代有个乞丐，饿得慌
了，偷了一只鸡，因无家可归，只能
在山坡旁挖个土窑，拾点碎砖和石
块，用柴火烧红，把鸡洗净，拿一些
香菇、酱油等配料，用荷叶和树皮包
裹起来。他做贼心虚，恐怕被人发
现，快速将鸡塞进窑里，烘焖其中，
还用山土，把窑洞口封得严严实实，
不到一个时辰，路人少了，乞丐才悄
悄刨土，取出鸡来，顿时，满嘴荤香
的野味，连鸡骨也别致，吃得津津有
味，骨渣都啃得一根不剩。那香味四

溢，还引来许多围观人垂涎三尺呢！
从此，民间云霄烧窑鸡一传十，十传
百，流传于世。
在云霄，鸡的吃法很多，有盐

鸡、烟熏鸡等。陈厂长精心安排，我
们品尝了白斩鸡，石斛炖老鸡等几
种烧法，他还特意带我们去了老将
军酒店和农家宴，先后吃了二餐特
色烧窑鸡，过了把瘾，当窑鸡端上桌
的那一刻，便有肉香扑鼻而来。也许
是玩了一天，累了，饿了，大伙儿狼
吞虎咽，一筷接一筷，一口接一口，
难得品尝窑鸡的“土”滋味，赞叹不
已：“味道好极了！”由于烧窑鸡要
建“窑”，一般都建于当地的将军
山，这座山为纪念唐代常胜将军陈
政命名，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吃客众
多，纷至沓来，所以，十几家餐厅都
集中在将军山一带，主攻烧窑鸡特
色品牌，久而久之，有人称“将军山
烧窑鸡”，也有叫“闽窑鸡”。我细
细品尝，探寻味觉，两家烧窑鸡腌制
配料不一，口感不同，但总体而言，
色泽金黄，口感独特，兼具了白斩鸡
的鲜嫩，香酥鸡的松脆，手撕鸡的甜
香等特色。
因长期当记者的缘故，我本能

地找老板刨根问底，一位六十开外
的张师傅，陪我瞧看了烧窑，它建于

店前山坡的隐蔽处，搭了一个遮雨
棚，用红砖砌成，窑内约一平方米，
一炉约放十几只鸡，上面有大铁盖，
旁边堆放木柴和石砖等，我见时，鸡
刚出窑，还在散发热气呢！张师傅
说，烧窑鸡生意兴隆，价廉物美，每
天少则几十只，多时一百多只。姓罗
的大厨，是老板，开饭店有二十多个
年头了，他心直口快，告诉我制作烧
窑鸡的三大秘笈：一是腌制。主要有
沙菜酱、香菇肉罐头、糖、盐、酒、蒜
蓉、五香粉、酱油及不外传的调料
等，腌制 15 分钟；二是包扎。用银
光闪闪的锡纸，把腌制好的鸡包裹
起来，让配料慢慢渗入到肉质中；三
是烧窑。木柴烧红砖石，鸡塞入，再
密封，需 40分钟出窑。用将军山的
红土泥砖，那股火烤泥土的气息，让
人有种原始的“泥土味”，别具一番
风味哦。
走出饭店，小山坡上，我见陈

厂长，这位离乡日久的游子，站
在烧窑鸡的土窑旁，久久地凝视
着窑口，淡墨炊烟，袅袅娜娜，飘
散一缕，飘忽而逝，那朦朦的窑
烟，眷恋着深深的乡愁情怀，醇
醇的乡美味道；那胧胧的窑烟，
伴载着浓浓的乡肴传承，满满的
乡间生活。

在云霄尝烧窑鸡

【生活随笔】

我的健身小目标
文 俞金发（淞四居民区）

因为疫情社区乒乓室关闭近半年，我未能挥拍打球了。退休后每天晨
练，我几乎都与乒乓球相伴，如今年近八十。刚退休时，空闲时间多了，我就
喜欢看书阅报、集邮写作。坐多动少，生活消闲，心宽体胖，腹部脂肪积聚，
始现“啤酒肚”征兆。休检报告发现血脂、血糖、血压超标。自退休后室外活
动少了，加速了身体机能衰退，若再不参加体育锻炼，会衰老得更快。
后来发现社区体育活动设施向居民开放，我重操球拍，竞有陌生和兴奋

之感。刚开始练球时，挥拍的手臂酸痛不已，但坚持每天不懈怠，在乒乓球
台边挥拍，球技逐渐恢复到学
生时代的水平。以后去体检，
“三高”与我无缘了，走路也
显得轻快多了，让我尝到了打
乒乓球健身的甜头。
此后，我结识了不少“球

友”，成为社区打乒乓的“搭
档”，经常一起论球经、说新
闻，多了新的生活天地。我根
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每天在
银球飞舞的乒乓室内，挥拍健
身，改变大幅度近台削球，远
台抽杀，长削短传，更有转身
360 度回击球的等动作，减缓
运球速度。乒乓球运动时，手
捷眼敏，健脑运动，更能强壮
肌能体力，对我健康大有禅
益，力争在耄耋之年还能挥拍
于乒乓球台边，也是我健康运
动小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