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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人”照顾“老老人”
松江“姐妹情深”自治团队暖了冬天

全国首家
“南翔小笼馒头”邮局开业啦

游周末

崇明启动本市规模最大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安置项目

事新郊区

寒潮中送上热粥与馒头
前几日寒潮突降茸城大地，室外寒风凛

冽，景德路居民区老年活动室里却是一团暖

意，其乐融融。志愿者阿姨们戴上袖套，穿起
围兜，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临近正午，八宝粥熬好了，现做现蒸的包
子即将出炉。志愿者蒋安琪给她的服务对象

打去电话：“朱阿姨，我们在活动室做馒头，烧
了八宝粥，等下给你送过来。知道你喜欢吃馒

头的，给你送几个豆沙馒头来。”除了朱阿姨，
她又联络了其他几户相熟的居民，趁着点心

还热气腾腾，一一敲开了他们的门。

她口中的“朱阿姨”?叫朱玉蟾，今年 80

多岁，两人年纪相差并不多。对朱玉蟾而言，

她俩就像姐妹，经常聊天，彼此关心。“平时路
上看见总归要打招呼，有事情时会来看我，没

事情时也会做点好吃的给我送来，粽子、南瓜
饼之类的。”去年老伴去世，她的情绪一度陷

入低谷，是蒋安琪等社区志愿者的陪伴，帮她
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感受到志愿者的记挂，

老人们都很开心，朱玉蟾说，她们早已是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是比家人还要贴心的亲人。

从“小乐乐”发展到众乐乐
景德路是一个老年人口为主的社区，老

年人占比超三成，仅 90岁以上老人就有 30

?，空巢独居老人、困难老人也多达 50人。如何

让这些老人共享社会发展的福利，感受来自社

会各界的温暖？居委会整合社区里的老年自治

组织资源，创设了多个助老志愿服务团队。
“姐妹情深”就是这样一支自治团队。蒋

安琪今年 76岁，是这支居民自治团队的发起

人。几年前，她常和社区里兴趣相投的小姐妹

聚在一起做点心。虽然去年卸下了“队长”身
份，但蒋阿姨一直心系着之前服务的老人，退

而不休，真正把服务对象当成姐妹一样相处。
老人们生于物质匮乏年代，大多经历过

忍饥挨饿，留在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之一，便
是用吃的来表达感情。这次的面点多了哪道

创新工序，成品效果怎么样；乳鸽是配了什么

佐料，小火慢炖出来的；粽子选了哪里产的粽

叶，比别家的更清香，特意转了几辆公交车才

买来的……相比物质上的赠予，老人们更在
意的是这些物质背后承载的精神慰藉，他们边

吃边聊，用最质朴的方式，还原最诚挚的感情。
起初她们只是自娱自乐，时不时把活动

成果送去社区特殊群体的家中。渐渐地，这种
自发形式的助老行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越来越多居民要求加入她们，三四人的小团
队经过几年自然生长，如今壮大到近 20人。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金刚介绍，最近又吸纳
了两?男性志愿者，他们正打算将团队更?

为“兄弟姐妹情深一家”。

社区志愿者的精神代代相传
宋建伟是“姐妹情深”的另一?骨干成

员，目前她与 5?困难老人和 4?离退休老

干部结对。除了每天把送到居委会的助餐送
入户，还陪他们聊天、读报、打扫卫生，到医院

配药。老两口的心结是什么，老人哪种慢性病
的药快吃完了，这些子女也未必知晓的事情，

一笔笔清清楚楚地记在她们心里。

这一切，琐碎而不易。曾有旁人不解，问
她们所谓何求，宋建伟想了想说：“谁都会有

老的一天，帮助他们，就好像在帮助以后的自
己。”她的母亲曾是楼组长，多年如一日地奔

波在楼与楼之间，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分文补
贴，却从不退却。宋建伟耳濡目染，感受着这

份平凡背后的伟大，退休后，也自愿担当起了
社区志愿者的工作。

陪伴老人的日子不都是欢声笑语，有时，
志愿者会被老人的烦恼影响了心情，甚至老

人还会跟她们闹情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志
愿者耗费着自己的心力，想着法子让老人宽

心。现代文明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
让老人产生了极强的隔阂感，志愿者无法阻

止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但可以努力消解老
人的落寞感。对于她们来说，这是当下力所能

及的事，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既然接过了这
一棒，必将不遗余力地完成它。

通讯员 张小小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日，全国首家南翔小笼馒头主题邮局

挂牌试营业。百年邮局文化与香气四溢的小
笼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南翔小笼馒头主题邮局位于南翔镇解
放街 34 号，共三层。一楼是产品中心，二

楼是非遗文化展示中心，三楼是办公和会
议中心。

既然叫做南翔小笼馒头主题邮局，那怎

么能少得了热气腾腾的小笼呢？在邮政业务
柜台对面，来自长兴楼的小笼师傅正熟练地

制作着小笼，这些小笼可以打包或邮寄，但
不设堂食。

门口的展示柜中，陈列着各式各样包含

了小笼元素的明信片，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

乱。据悉，收信人凭明信片，可以到长兴楼领
取一笼南翔小笼。

在邮政业务柜台的旁边，还配置了一台
“有声明信片”打印机，顾客用微信扫描二维

码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张照片作为明
信片的图案，再按照提示录音操作，就可以

拥有一张独一无二的有声明信片。收到明信

片后，收信人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听见
寄件人的祝福语。

除了好看、有创意的明信片，邮局试营
业的首日还为广大集戳爱好者们提供了风

景戳。南翔的钮老先生特地带来了珍藏的
《南翔小笼演义》小人书，在书上盖戳留念。

据悉，南翔小笼馒头主题邮局还将配置
一台自助式彩色邮资机宣传戳，1小时可打

印 6000封彩色宣传戳。 尚嘉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近日，全市规模

最大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城桥地区安置项目
启动建设。这是崇明区继去年底陈家镇安置

项目开工后，又一个群众期盼的幸福工程启
动建设。

该项目地块位于崇明区城桥地区港西 3

号地块，东至鼓浪屿路，南临南横引河，西靠

三沙洪河，北至陈海公路。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27.21?平方米，容积率 1.2，总建筑面积约
43.25?平方米，可安置 3000多户农民，预计

2022年底前交付使用。
在项目设计上，按照均好性原则、组团院

落分布等方式，体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

岛特色等设计理念。在项目建设上，紧密结合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际，践行新发展理
念，兼顾农民生产生活习惯。项目建成后，将

大大提升本地区农民居住集中度，让更多农
民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进

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小区功能布局设计坚持人民至上，以居

民生活便利为导向，在小区主出入口配置了

约 7000平方米的商业和配套服务用房，在街
坊间设立 2处邻里互动活动室，打造五分钟

生活居住圈。同时，充分考虑居民生活方式，

在小区中央配置了约 9000平方米的助老中
心，包括社区卫生、助老餐点、日间照料中心、

陪医代办等助老功能用房，助老中心旁配置
三栋为适合独居老人的适老住宅，通过风雨

连廊连接至助老中心，充分体现了关爱老人
的人文理念。

    小镇冬日的暖意，是一壶温热的枫泾黄

酒给的。
传统的枫泾黄酒酿造，时间上极为讲究，

每年立冬开始，到下一年立春结束，俗称“冬
酿酒”。酿造黄酒的原料有糯米、大米、黍米和

大黄米，精白之后的大米需要用水浸泡，也就
是行话所说的“小雪淋饭”。浸米过程一般需

要 16-20天，在这段时间里大米中的淀粉能

充分吸水，便于之后蒸煮糊化。蒸过的米饭外
硬内软、疏松不糊、透而不烂、均匀一致。

接着就到了“大雪摊饭”了！先摊晾蒸熟
的米饭，再加入水、麦曲、酒母混合均匀，随后

装入陶缸进行发酵，发酵温度必须严格控制

在 30℃-31℃之间，并配合搅拌，使酵母能自

由呼吸，排出二

氧化碳。3-5天之后，发酵渐渐趋弱，这时候

酿造过程还没有结束，需要继续静止发酵
20-30天，使酵母发酵完全，提升黄酒的口

感。
待发酵结束后，就是“立春榨酒”了！把黄

色的液体和酒糟分离开来，让酒液在低温下

澄清 2-3天，黄酒才算是酿制成功。
陶坛对于黄酒酿造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步，它不仅具有透气性，而且质地也有利于
黄酒贮存。新酿的黄酒，放在陶坛里贮存三年

以上，始入佳境；贮存久远，水分会随之蒸发，
酒却变得更加香浓醇厚。

冬日枫泾，唯黄酒与美景不可辜负。金山

    夏天包粽子，冬日
送暖粥，平日隔三差五
去个电话问候一声。在
松江区岳阳街道景德路
居民区，有一支“姐妹情
深”自治团队，因为团队
成员都是女性朋友，名
称由此而来。针对社区
里的特殊群体，团队的
志愿者有事没事总是记
挂着他们，如同姐妹一
样常伴左右，营造了浓
浓邻里情谊。

■ 志愿者们忙着蒸包子 张小小 摄

冬日暖胃佳酿
就藏在这个古镇里

节美食田园

■ 小笼师傅正熟练地制作着小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