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三林城乘坐上南公交二分公司1003路公交
车的陈女士，因下车时疏忽，将随身携带的工作笔记本电
脑遗落在车上。等到发现时，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电脑中
的资料和信息十分重要，遗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
时，1003路司机姚明元驾驶公交车回到永泰路公交场站，
开始例行打扫车厢，在对车辆进行一程一检时，发现了后
排座椅上有一个灰色电脑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台笔记
本电脑，于是立即将物品交于调度室，并上报公司。
晚上9点，一位自称是电脑包失主陈女士的父亲打来电

话寻求帮助，由于是贵重物品，值班调度员吴涛通知对方让
失主本人来取。陈女士因工作急需电脑里的资料，得知电脑

找到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去并取走了电脑
包。为了表示感谢，8月12日晚，陈女士特
地为驾驶员姚明元、调度员吴涛送来了锦
旗，感谢二人拾金不昧的行为。
夏日炎炎，乘客容易犯困，公交失物的

数量也成倍增长。为了减少乘客遗失随身物
品的几率，上南公交二分公司的驾驶员们在
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的同时会仔细检查

车厢，一经发现遗失物品马上归还或上交车队。也希望广大
群众在上下车、进出站时注意清点行李物品，谨防财物丢失，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8月 11日，四
团镇人大副主席、
总工会主席徐晓华
带领镇总工会工作
人员开展“烈日炎
炎，致敬高温下的
坚守”慰问活动，深
入走访慰问高温下
坚守一线的户外工
作者。

慰问者一行为
货车司机、快递员、
外卖员等人群送去
了“娘家人”的关
怀。坚守在一线的

劳动者在一声简单的“谢谢”
后就马上转身投入到自己
的岗位中。这个城市，因为有
你们，显得格外温暖。也许礼
物不贵重，但是承载了镇总
工会对劳动者的关心和厚
爱。虽然外面依旧烈日高
照，但是收到礼物的户外工
作者们，心里已经清凉了许
多，身上的炎热也消去了一
大半。

同时，四团的户外职工
爱心接力站也在这炎热的
夏日敞开大门，请广大的户
外工作者进来歇歇脚、喝喝
水、避避暑。

8月 1日建军节，上海市进行
首批优待证发放首发式，徐汇区华
泾镇秉承良好工作作风，高效推进
优待证发放，成为徐汇区首批重点
优抚对象发放完成率100%的服务
站点。
一张优待证，传承拥军情。小小

一张优待证，不仅是精神层面上的荣
誉象征，更集成了诸多专属服务，便
于持证人在物质层面上享受光荣优
待。“目前华泾镇首批发放53人，完
成率达100%。”华泾镇退役军人服
务站负责人表示，为继续践行“双拥”
传统，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对象尽快申
领到这张“含金量”满满的优待证，针
对不方便出门的残疾退役军人、年迈
老兵等，华泾镇联合中国农业银行积

极开展社区居委干部培训，为老兵们
提供“一站式”上门服务，力促优待服
务“一步到位”，确保按时间节点、高
质量帮助优抚对象完成优待证申领
工作。
近年来，华泾镇党委立足实际，

多措并举推进“双拥365”特色品牌工
作，切实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感受到“家”的温暖。在多年工作实践
中，华泾镇逐步形成“双拥三四五六工

作法”，即“三个到位”“四项制度”“五个
带头”“六个纳入”的双拥工作机制，形
成上下一条线、军地连成片、条块相结
合、齐抓又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从
岁首到年终，华泾镇每月都会针对部
队官兵开展专属服务。正因如此，华泾
镇连续五届被评为“上海市双拥模范
镇”。
如今“军爱民、民拥军”的热情已

融入华泾镇这片土地的血脉。今后，
华泾镇将持续深化双拥工作，把国家
和社会的优待，进一步转化为官兵安
心尽责、家属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的
内生动力。

近年来，金山区吕巷镇以“三个百里”建设要求
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联合毗邻
浙江省平湖市，以金山廊下、吕巷、张堰镇与平湖广
陈、新仓镇为核心范围，形成在党建引领下，产业联
动、发展协同的“田园五镇”合作机制，逐渐走出一条
长三角一体化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共享“毗邻党建”新模式“经济+人才”两不误
以“三个百里”建设要求为指引，吕巷镇正式启

动“双融双带”共建共享工作后，建立“党建联盟+合
作社+农户”三方共建的农业产业链发展模式，并逐
渐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毗邻党建”新格局。与
此同时，吕巷镇联合周边乡镇，多次开展多元化的党
建活动，在互学互联互访中不断完善基层党建工作
机制，筑牢基层一线党建服务阵地，培育乡村振兴
“菁英人才”，强化区域治理人才支撑。
探索“产业联动”新融合“抱团+交流”双发展
围绕“三个百里”建设要求，吕巷镇与周边五镇

共255平方公里“抱团建群”，以“联盟”激发五镇共
襄“乡村振兴”盛举的内生动力，打造一条连通五镇
的旅游观光路线。此外，吕巷镇还在开展农业技术交
流、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等方面持续发力，结合各种独
具特色的节庆假日与产品种植体验带，打造世界级
都市绿色现代农业品牌，促进农旅融合，让游客得到
沉浸式深度体验，通过“抱团”赋能乡村振兴，让资
源、资金实现异地增值。
打造“协同发展”新平台“招商+学院”共进步

围绕金山区乡村振兴“三个百里”建设要求，吕巷
镇积极打造“田园五镇”整体形象品牌，并建立统一招
商平台统一包装统一推广。不仅如此，吕巷镇还针对
特定群体发起“三篱巷”项目，建立多种功能区，不断
创新郊野休闲游憩“一条龙”模式，打响乡村振兴品牌
化，展现出一幅青山绿水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下阶段，吕巷镇将继续为发展现代特色的高效

农业、大健康产业、大休闲产
业而努力，在实践中创新，促
进五镇交流实践出“真知”，为
村民谋幸福，加快实现乡村宜
居安康之梦，谱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社
区
版 P 申城纪实 · 专版04

2022年8月17日~23日

心系官兵需求 传承双拥温暖
徐汇区华泾镇高效推进优待证发放

(上接第 1版)
上海师院毕业的罗树芬在日喀则

贡献了 11 年青春，1973 年调回了上
海。进藏前，唯一在沪的长辈姑妈带她
到国际饭店吃了顿饭。在北站送行时，
姑妈得知侄女身上只带了2元钱，赶快
掏出 5元塞给她。第二年罗树芬探亲
时，姑妈已经病逝。更没想到，1964 年
罗树芬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弱质生成
疾病磨 /壮志未酬人已苦 /生男育女何
所用 /天涯海角离别多。”这是女儿离沪
时母亲赠送的七律诗，罗树芬一直视如
珍宝。

2001年，翁棠莉和同学受邀回到
昌都小学，参加50年校庆，受到当地的
热烈欢迎。2021年，70周年校庆之际，
时任昌都小学副校长带队专程来到上
海看望他们，与老同志们在国际饭店欢
聚一堂，拍摄校庆素材。
“酸甜苦辣皆有，才是完美的人

生。”今年80岁整的韩素娥感叹：“我们
这批青年，已经有60年的情谊，看着彼
此吃苦奋斗、结婚生子，从工作到退休，
‘老西藏精神’已经长在我们的身体里，
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让我们能够乐观坚

强，是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
徐筑春毕业于幼儿师范，当年 20

多个同学一起奔赴西藏，近20年后才
回到上海，几乎所有的人生大事都在西
藏完成。然而，一起回沪的女儿正在读
初三，由于当时西藏教育水平与上海仍
有不小差距，女儿插班进入延吉中学后
头一次考试直接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全班 56 个学生里女儿考了第 55
名。“好在孩子很快调整状态，后来迎头
赶上。”回沪后，徐筑春依旧深耕在幼教
一线，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教
师。后来，她曾带教的年轻教师应彩云，
成为上海第一个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光荣称号的幼教教师。

“教育”和“西藏”

是今生无法割舍的“主题词”

当年 108人当中，如今已有 21位
辞世。“我们现在还能为藏沪两地的情
谊再做点什么？”108人当中仍能够发
挥光和热的老同志，还常常这样问自
己。

叶静1983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和
全国“三八红旗手”，1995 年荣获西藏

自治区“十大女杰”称号。退休后，她仍
心系西藏教育发展，1996年，已两鬓微
霜的她在徐汇区教育系统内发起活
动———从当年起，拉萨几乎每年都组织
小学教师到徐汇区向阳小学、逸夫小
学、汇师小学、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南
模中学等优秀中小学进行“手拉手”定
点培训。1998年，叶静被西藏自治区推
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回上海
探亲时感到不适。患病期间，她依旧情
系西藏的教育事业。2011年起，拉萨市
派老师来脱产培训，到2018年已至少
培训西藏教师120人次。
“这几十年，我在西藏目睹了当地

教育从一穷二白，一步步走来，如今无
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已经不输其他地
区。我也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2004 年，徐筑春退休后首次回到

西藏，见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一路带
大的那届叫她“妈妈”的学生。“几十年
前，绝大多数当地小孩都不会说汉话，
全靠幼教老师一个字一个词地教。除
了班主任，各个科目我们都要‘兼任’。
那时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学生，2004 年
我回去，发现他们已成才，不少学生已

经是当地建设的中流砥柱，特别欣
慰。”然而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他
一个几十岁的汉子，就抱着我哭，他说
小学毕业后，没有机会升入中学，后来
他成了当地一名非常厉害的工匠，他
说自己这一辈子只有我这一位老师，
如今终于再见面了！”
2000年，一位送小辈来沪读“西藏

班”的学生家长，专门联系西藏驻沪办
找到了徐文达，邀请他“回西藏看看”。
“时隔20多年，回到年轻时工作和生活
的地方，我不禁感叹：真真是大变样！”
从此，徐文达常回西藏走走、看看，前前
后后去了12次，现代的西藏，也从他的
镜头和笔下走入了越来越多上海人的
眼中、心中。2016年，他当年工作的那
曲学校 60年校庆时，已有 30 多个班
级、1000 多名学生、100 多位教职员
工，三幢现代化的太阳能大楼，计算机
房、舞蹈房、音乐室、实验室一应俱全。
塑胶跑道、塑胶操场……校内还建有生
态园，生机盎然。其时，那曲地区不仅各
县有现代化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每个乡
也都有了小学。当年那个只能弄点糊糊
糌粑的泥巴炉子，也“变”成了两层楼高

的学生食堂。
他们不以“功臣”自居，只说是当年

做了“与众不同”选择的“普通人”，对他
们来说，教育是永不能割舍的情怀，西
藏是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如今，徐文达、罗树芬、苏荣贵活跃

在藏缘文学社；苏荣贵和李信池退休后
为所在居民区贡献余热；张树芳、徐筑
春、叶静、王国基、张珠珠、李佩芳在养
老院，依旧坚强乐观；前几年身体康健
的时候，吕熊麟、李信池、刘必洋、马娟
华、叶静、冯德芳、邓菊英、韩素娥、张云
龙、蔡连珍、徐文达等神采矍铄的身影，
还活跃在上海援藏联谊会的各项工作
中，为沪、藏两地的情谊持续牵线搭桥，
发挥绚烂的光和热。
他们把自己回忆的文章汇集成《情

在西藏》出版，由1960年赴藏的西藏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上海市十
届、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漆世贵热
忱作序《用青春书写忠诚》：他们“淡泊
名利，无私奉献……以自己的言行忠诚
地实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

7月31日，上汽大众333车队这站一冠两亚
两季军的优异战绩，凌渡L赛车和全新阵容在首站
比赛便收获胜绩。谢欣哲披荆斩棘，凌渡L首迎胜

绩，第三回合中，谢欣哲为车队夺取本赛季首胜，高
华阳获得超级杯第八名；在第四回合，谢欣哲和江腾
一双双登上奖台，分别摘得超级杯亚军和季军。上汽
大众333车队这站一冠两亚两季军的优异战绩，凌
渡L赛车和全新阵容在首站比赛便收获胜绩。

赛季首冠，两回合获奖
上汽大众 333车队结束 CTCC株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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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乘车遗落笔记本电脑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获赞

8月9日，金山施泉葡萄节在吕巷
镇正式拉开帷幕。现场，除巨峰、夏黑、
阳光玫瑰等“洋品种”外，还展出了一大
批上海农科专家近年来培育推广的
“申”字头葡萄新品种，它们具有省工
化、风味浓郁、商品率高等多种优势，在
沪郊种植户和市民消费者中受到追捧。

新品种综合优势明显
上海施泉葡萄合作社理事长卢玉

金表示，今年葡萄挂果期间，天气晴
好，葡萄品质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吃
起来更浓郁香甜。经过几年的试种，
“申华”已经在基地几十个葡萄品种中
脱颖而出。今年自己的基地种了20亩
申华，每斤售价 40元，早早就被抢购
一空，许多人没买到，还预付了明年的
钱，只为明年能尝到这个新品种。据了
解，今年该合作社葡萄产销两旺，预计
平均亩产值可达4.5万元，新品种亩产
值可能突破10万元，经济效益有望比
去年增长20%左右。

当天，现场还展出了“申华”的一
批“兄弟姐妹”，包括申园、申玉、申玫、
申悦、沪 41等，都是上海近一二十年
来育出的本土葡萄新品种。截至目前，
市农科院累计育出了 16个本土葡萄
品种，其中四五个新品种已开始推广
种植，未来将有可能取代一些洋品
种。
沪郊首家“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揭牌
在开幕式上，金山区职能部门

还为施泉葡萄合作社揭牌“全国优
秀农民田间学校”。据悉，这在沪郊
尚属首家。
作为金山区“葡萄大王”，施泉

葡萄合作社带头人卢玉金于 2017
年 5 月成立施泉葡萄农民田间学
校，带动了更多农民通过种葡萄实
现小康。近年来，学校在市、区、镇相
关部门指导下，每年为周边果农开
展多次葡萄技术培训，大大调动了

种植户积极
性，使地区葡
萄品质逐年
提升。即使在今年疫情期间，卢玉金还
通过线上远程课堂，为广大葡萄种植
户讲授了30多堂课。

本土葡萄受追捧 田间学校首揭牌
金山施泉葡萄节正式开幕

60年前，108位上海师范生奔赴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