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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怀揣老照片，台湾小伙来沪寻亲

中秋将至，各种口

味和包装的月饼纷纷

上市。针对市民关心

的月饼质量问题，近

日，金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朱泾市场监管所

联合朱泾镇食药安办，

深入养老机构、社区、

超市等场所开展月饼

安全“你点我检”活动。

在上海华联超市朱泾

店，执法人员邀请顾客

直接点选自己想要检测

的月饼种类，向大家普

及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有关知识。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徐欢
摄影报道

几张尘封多年的黑白相片、一个出门必

备的双肩包、一颗想要探寻血脉根基的赤诚

之心……近日，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19岁小

伙心怀敬畏与憧憬踏上了来沪“寻根”之旅。

这个小伙名叫彭一康，出生和成长在宝

岛台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家中翻出了

几张黑白相片，虽然与相片中的亲人大多素

未谋面，但依然令他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

感。从父母的口中，彭一康得知自己的曾祖

父与曾祖母都是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人，上

世纪40年代末因为工作关系举家来到台湾定

居生活。事实上，彭一康的父母也不清楚在

海峡对岸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存在，然而年轻

的彭一康却异常坚定地想去试着寻找一番。

他从小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

趣，立志要在长大成人后去大陆走一走看一

看。此次从父母口中了解了大陆的曾祖辈信

息，更加剧了实现这个愿望的迫切心情。他

很坚定地告诉父母：“就算寻不到亲人，也想

去看看那个祖辈成长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

他们走过的路，感受他们存在的痕迹”。

彭一康一面通过朋友联系大陆相关部门

寻找关于亲人的消息，一面与自己的小姨一

起动身前往上海，并于8月24日抵沪。幸运

女神没有让他们等待太久，在金山区台办、台

联和朱泾镇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寻找下，发现在朱泾镇临源居民区和罗星居

民区确实生活着符合彭一康所提供的身份信

息的两位老人，经过进一步核实，确定了他们

正是彭一康祖父的堂妹和堂弟，即彭一康的

姑婆和叔公。

姑婆名叫彭惠珍，叔公名叫彭新民，在小

镇上安安稳稳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二老无论如

何也想象不到“千里寻亲”的故事有一天会发

生在自己身上，更何况寻来的是一个年仅19岁

“陌生”的亲人。然而回过神来的二老还是觉

得喜多过“惊”，他们将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由相

关部门转交给彭一康，想赶紧见一见这个有情

有义有心的彭家后代。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彭一康磕磕巴巴地说了一句“请问是彭新民先

生吗”，他说那一刻，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与

自己从未了解却真实存在的亲人对话。

他们相约两天之后的8月28日在朱泾相

见，细心的彭一康准备了一张写有“彭新民”

字样的大纸张，以便叔公第一时间认出他。

亲人见面的那一刻，没有电影桥段里的紧紧

相拥、热泪盈眶，而是笨拙的挥手、礼貌的微

笑和寻常的寒暄。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

人“重逢”，此刻三人内心的情感也许只有他

们自己才最清楚。

彭惠珍、彭新民带着彭一康和小姨吃了

顿家常饭，逛了朱泾镇上最有名的景点，还在

彭新民略显古旧狭小的家中翻看着年轻时候

的相片，讲述一件件往事。彭一康的眼眶开

始有些湿润，声音颤抖着与叔公唠家常。短

短一天的相处中，彭一康逐渐体会到了“血浓

于水”的情感。

临行前，彭一康与小姨发自内心地感谢

了这次寻亲路上的每一个“贵人”，也不忘嘱

咐姑婆与叔公，身体允许的话也来台湾转转，

与更多亲人相见。海峡两岸一家亲，同宗共

祖脉相连，这种情感是割舍不断的文化认同

和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通讯员 王晨童 本报记者 屠瑜

20年前，独居老人王老

伯立下“以房养老”遗嘱，承

诺去世后把全部财产留给照

顾自己的刘先生夫妇。然

而，王老伯在96岁之际因再

婚而提出要拿回房产，起诉

至法院要求撤回当初转让房

屋一事。法院会支持老人诉

求吗？

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

的王老伯早年与妻子离异，

也不与子女来往，多年来独

居。刘家从上一辈开始便与

王老伯熟识，刘家夫妇与王

老伯既是同事又是晚辈，10

余年来一直很照顾独居的王

老伯。2004年，王老伯立下

遗嘱，表示自己去世后由刘

家夫妇继承自己的房屋和财

产，他在遗嘱中写道：“他们

以胜似亲人的关爱帮我度过

伤病痛，关注我的日常生活，

做了许多事情……”

2005年，王老伯手写

《赡养及财产赠送协议》，明

确提出愿与刘家夫妇建立赡

养关系，确定其过世后房屋

及全部财产归属刘家夫妇。当年12月，王老

伯与刘家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过户至

刘家人名下。一直以来，王老伯从未向刘家

人提出支付房款，刘家人也从未要求他搬离，

王老伯在该房屋居住至今。

2019年6月，93岁的王老伯认识了现在

的老伴，并于2020年登记结婚。其间王老伯

两次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分别撤诉和被法院驳

回。2022年8月，王老伯再次以刘家人未尽

赡养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对房屋的

赠与。刘家人表示，在被起诉前，他们经常陪

伴老人，带他参加旅游、聚会等，并在庭审中

提供了双方合影照片等证据。起诉后，王老

伯将他们微信拉黑、拒绝登门

看望，但他们仍坚持履行赡养

义务，发短信关怀老人。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老

伯系自行书写《赡养及财产赠

送协议》并签字，被告虽未签

字，但双方随后办理了房屋产

权过户手续，以实际行动履行

了该协议，原被告之间成立附

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被告在

获得赠与房屋前已照顾原告

10余年，原告对此认可而将房

屋赠与被告。在赠与房屋至原

告第一次起诉被告的10余年

间，并未有证据表明被告不履

行赡养义务或双方发生矛盾。

原告因其自身婚姻关系变化而

需要房屋，并非被告不愿意履

行赡养义务，原告以被告不履

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由提出

撤销赠与，缺乏事实依据，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王老伯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指出，随着老龄化程

度的加深，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个人通过合同等方式建立赡养

关系，不失为社会养老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

本案原告系高龄老人，在无亲人照顾的情况下，

与同事建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赠与不

可随意撤销，本案中，在被告已照护原告多年，

且房屋已经赠与被告的情况下，原告因自身婚

姻变化，多次至法院诉讼，欲要回房屋产权，实

属有违诚信及和谐社会善良风俗。

需注意的是，法律赋予赠与人在符合一

定条件下撤销赠与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

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

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

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通讯员 张硕洋 徐红 本报记者 孙云

田间地头
防治水稻病害不松劲

从硕士研究生开始，何祖华便追随导

师——著名水稻遗传育种家申宗坦教授和

病理学家孙漱源研究员，着手研究水稻对稻

瘟病的抗病性。1983年10月，何祖华跟随申

宗坦教授前往浙江桐庐东辉山区观察稻瘟病

发病情况，只见不少水稻品种枯萎、颗粒无收，

触目惊心，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稻瘟病的

严重危害，便下定了研究稻瘟病抗性的决心。

他大量收集抗病材料，建立了病圃自然

发病鉴定、田间人工接种和温室喷雾接种“三

位一体”严格的抗病性鉴定流程，在国内农家

品种中发掘优良抗病品种资源。为使抗病鉴

定更精准，他与师兄一起建立并完善了给水

稻“打针”的注射接种方法，经常面朝黄土背朝

天，累得大汗淋漓、腰酸背痛，但大大提高了研

究的精度和科研的质量。这些坚持带来了回

报，他带领研究组发现了目前最抗病的水稻

基因如Pigm等，并被育种家大量使用。

随季节而动，何祖华研究生阶段一年三

季在田间辛勤工作：杭州，4月播种，7月收

获；而后，马不停蹄转到福建厦门天马镇，做

水稻翻秋繁殖；第三季（冬季），选在海南陵

水。那时，绿皮火车、客轮和长途汽车是主要

交通工具，有时要坐硬座30多个小时，再转

坐船30个小时到海口。有一年春节，正是海

南水稻抽穗期，为了不错过水稻季节，他就在

海南稻田里过年。还有一年，为了避开水稻

检疫性病害——细菌性条斑病，他带上一个

工人先把材料种到广西南宁西塘做研究，再

带上收获的种子通过多次转车和坐轮船，花

了5天赶到三亚的羊栏镇种植。为了能及时

观察水稻的抗病性和杂交选育，他在羊栏镇

的一个农药仓库住了整整3个月，为课题的

顺利开展获得了重要的数据。

2000年10月，何祖华响应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号召回国建立实验室。20多年来，他

选择关键科学问题长期攻关。何祖华坚信：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

手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农业增产

增收，他与团队成员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心系社区
做居民健康的守护人

徐汇区斜土社区有这样一位家庭医生，

许多居民是她的铁杆粉丝。即使她后来搬家

到了闵行、浦东，那些居民仍愿意倒两三部公

交车赶来，只为了与这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十大“最美”医生之一的朱兰见面。

1998年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朱

兰就一直在日晖医院担任心内科医生，先后

在门急诊、重症监护室工作过。她见过太多

生离死别，不少人是从小病拖成大病。在感

到痛心的同时，朱兰无数次地想：如果这些病

人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能更及时地发现

病情并得到有效干预，也许他们的生命就有

机会挽回。也许，全科医生就是那个“挽回生

命”的人。朱兰觉得，如果说专科医生是在下

游救治落水者上岸，那么全科医生的职责就

是在上游阻止人落水，工作同样重要。

2004年上海启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后，日晖医院要转制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院服务功能定位调整了，是去还

是留？朱兰毅然选择留了下来，走出诊室，走

进社区，成为一位社区全科医生，从此舍小家

为大家，努力成为居民健康的守护人。

作为上海市首批全科团队长，朱兰带领

团队率先在社区开展慢病健康管理，与团队

10名医务人员承担着辖区内2.1万余名人口

的基本医疗及预防保健工作……朱兰每天的

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因为许多签约居民遇上

健康问题甚至生活里的麻烦，第一反应都是

“找朱医生”，她的一个电话、一句提醒、一个

建议能让他们感觉吃了定心丸。

在朱兰看来，当好家庭医生首先要做有

心人，多看一次、多问一声、多说一句就可能

及早发现问题。日晖二村的张阿姨是朱兰的

签约病人，一次走访中她随口提及最近自己

大便不正常，朱兰立即敏感地追问她的症状，

随后建议张阿姨马上去做肠镜检查。结果张

阿姨被诊断出患了结肠癌，术后两周，朱兰每

天上门进行综合指导，直至她病情稳定。此

后，张阿姨逢人便说：“是家庭医生救了我这

条命！”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用爱岗敬业
诠释家国情怀

敬业乐群、勤勉奉公、义利兼顾、讲信修睦、革故鼎新、清正廉洁、俭约自守
等中华传统美德，是铭记在中国人心灵中、融入中国人血脉中，支撑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最美科
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何祖华，一位是“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朱
兰，他们是群众身边的守护者，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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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哪样，你来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