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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紫藤园进入了盛花季，满

园怒放的紫藤如同倾泻而下的瀑布
一般，美得撼人心魄。昨天上午，上海

市友协和嘉定区政府在紫藤园举办
了一场特殊的网络赏花直播，观众是

一位 88岁的日本老人，被称为“嘉定
紫藤园之父”的藤本道生先生。

一手促建嘉定紫藤园
藤本道生曾是日本冈山县和气

町町长，致力于经营和气町的紫藤

花园建设。和气町的紫藤花园位于藤
野，而“藤”在日文中就是紫藤花的意

思。他曾经亲自带队出差、研修，对紫
藤做了系统的调查，此举不仅推动了

和气町观光业的迅速发展，也让他

与紫藤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时任日本和气町町长

的藤本先生第一次访问中国上海嘉
定，受到热情接待。1989年底，藤本

先生再次带队访问上海，积极推动
两国青少年的友好互访。之后每年，

藤本先生都会亲自率团访问嘉定，
而和气町议会、政府的官员，农业、

教育、医疗等各界人士也会不定期
地组团，与嘉定开展交流。1992年

10月 15日，两地正式签署了建立
友好交流关系协议书。

为了纪念嘉定与和气町建立友
好交流关系 5周年，藤本道生萌生

了一个想法，让藤野的紫藤花绽放
在上海嘉定。1996年，藤本道生向

当时的嘉定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在嘉
定建立紫藤公园的建议，得到了肯

定。于是，这位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
交流的老先生，一手促成了嘉定紫

藤园的建立，让紫藤花成了见证两

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因为疫情无法来上海
如今的嘉定紫藤园，已是世界

第三大紫藤公园。当年，从公园选址

到资金筹措，藤本道生亲力亲为，他

特意选择了 100多株来自日本全国

各地珍贵品种的紫藤幼苗带到嘉
定，亲自一一嫁接。每年藤本道生都

会来嘉定修剪紫藤，即便是卸任了
和气町町长之后，他也会定期来嘉

定劳动一番，同时为嘉定的相关技
术人员做义务培训。

可是，今年的疫情，让藤本先生

来沪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在疫情暴
发之初，他对中国以及上海表达了

慰问，并表示还是希望能和往年一
样，在紫藤花期来上海嘉定看花。有

人劝他疫情太危险，今年还是别来
了，但他非常坚持：“没事的，反正我

本来也准备葬在上海。”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多年前他

就许下心愿：“百年之后，我一半的
骨灰要送去祖先那里，另一半我希

望能够葬在嘉定，葬在紫藤公园。”
2018年，藤本先生被授予“上海市

荣誉市民”称号，这是上海给予外国

友人的最高荣誉，上海也早已成为
了他的第二故乡。在百年后永远陪

伴守护他钟爱一生的紫藤花与中
国，就是他最后的愿望。

为老人举办专场直播
最终，因为疫情发展太过迅速，

藤本先生还是没有能够如愿来上海

看花。为了不让老先生留遗憾，上海
市友协与嘉定区政府联合举办了一

场“嘉定-和气云赏花”，用网络直
播连线日本，让老人了却心愿。

通过视频连线，老先生说，本来

今年 4月中旬，他计划带着家里祖
孙四代人一起来嘉定紫藤园赏花，

可是因为疫情，很遗憾没有如愿。如
今大疫当前，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待

到疫情退去，明年他一定还会带着
家人前来上海赏花。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与嘉定区人民政府对藤本先生
等日本友人对上海的关心和长久

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介绍了上海
当下的抗疫情况及紫藤园的现况，

并赠送老先生一幅由吴昌硕第四
代曾孙吴越绘制的紫藤画作，希望

老先生保重身体，待疫情结束后早
日来上海与朋友们相聚。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嘉定区外
办工作人员申晓伟手举着平板电

脑，用镜头带着老人畅游紫藤园。今

年的紫藤花开得格外绚烂，原因是
去年藤本先生来时提出往年花开不

盛，主要是因为老枝太多，需要修剪
花儿才能盛开。经过他的亲自修剪，

果然今年的花儿是最盛的一季。
紫藤园里，市民畅游其间，由于

控制人数，赏花氛围甚好，景美、花
盛、人少，甚至有人在直播镜头前载

歌载舞起来。而藤本先生看着怒放

的紫藤和这番欢乐的景象，笑容一
刻都没有停过，嘴里一直用日语念

叨着：“真好！真好！”

以报恩之心栽树种花
申晓伟说，自己就住在紫藤园

附近，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看着这

里紫藤花从无到有。在从事外事工
作后，亲身与老先生接触，才知道了

嘉定紫藤园背后的故事。
酷爱中国文化的藤本一直是以

报恩之心在嘉定栽树种花。他说：在

历史上，中国教会了日本很多东西，
他始终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首

屈一指的伟大国家，而他所做的一
切，只是为了回报中国对日本的“传

授之恩”，也希望两国人民能够世世
代代友好相处。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一场直播，只为一位观众而办
“嘉定紫藤园之父”藤本老人不再为因疫情无法来沪赏花而遗憾

    “呲啦呲啦”⋯⋯伴随着一阵

阵油爆声，面糊快速定型。阿婆拿
着勺子轻敲锅沿，油墩子在锅中翻

滚，不一会儿，一只外脆里嫩的油
墩子就被放在滤油网上了。“油勿

好太热，否则油墩子会炸得太老，
油太冷了，油墩子会散掉，油不能

用得时间太长，否则会把油墩子炸

黑。”阿婆经常会跟等候的顾客讲

起炸油墩子的秘诀。

做油墩子有“绝活”

位于局门路的“阿婆油墩子”，
是一家网红店。口味地道、价格实

惠，曾经让许多人远道而来排队购
买。阿婆姓胡，大家都亲切地叫她

“阿婆”。因为有 30多年在食堂工作
的经验，阿婆做油墩子有着自己的

一手“绝活”。在一些美食网站，甚至

百度地图上，都能查到阿婆这家店。
阿婆不做外卖，但是这里经常看到

外卖员来排队帮客人买油墩子。
阿婆油墩子曾经一年 365 天

都营业。然而，此次受到疫情影响，

也停业了一段时间，好在不久前又
恢复了营业。虽然眼下顾客相比之

前少了很多，但双休日依然可以看
到长长的队伍，还时不时可以看到

开着私家车过来排队的顾客。有的
客人还会和阿婆聊上几句，用自己

的方式来鼓励阿婆。

生意明显好起来
“这段时间，生意明显好起来

了，特别是周边不少办公室的白领

复工之后，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会
一下子买个二三十个。”阿婆一边

说，一边把滤好油的油墩子交给老
伴。老伴则熟练地将之分装入两个

袋子，交给等候的客人。客人是一

位白领，拿到还冒着热气的油墩
子，就迫不及待地尝了一个，“我是

在附近八号桥 2期创意园区上班
的，阿拉上海小囡从小就喜欢吃油

墩子，阿婆这里的油墩子，外脆内

软，萝卜丝根根清爽。我们复工之
后，经常来买油墩子做下午茶点

心，两只油墩子加上一根面拖火腿
肠，基本上是阿拉这里的标配。”

已经80 多岁的阿婆和 90 岁

的老伴，每天上午开始就要刨萝
卜丝、和面糊，下午 2 时到晚上 7

时，就一起在店里卖油墩子。问起
开店累不累，阿婆回答倒是很直

接，“当然累了，我们两个人都有
养老金的，可是生意好，大家喜欢，

那就做呗。”

过去，阿婆做的油墩子非常热
销。但受疫情影响，外地游客大幅

减少，“阿婆油墩子”的生意下降了
大约三分之一。“不过，这段时间我

们这条街上开了不少的新店，像我

们对面就要新开一家熟食店。店多
了，客人也会多，我们的生意也会

越来越好的。”阿婆说。
与其忧虑明天，不如把今天过

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或
许会让一些小店退出我们这座城

市，但是更多像“阿婆油墩子”这样
的小店，凭借着店主们的执着以及

各方的鼎力相助，正在逐渐走出难
关。申城的街头小巷，熟悉的烟火

气正在一点点回归，这是人们爱上
这座城市的理由之一。

首席记者 方翔

“阿婆油墩子”门口又排起长队
八旬阿婆的网红小店不久前开门复业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上个
月，考虑到疫情期间老年人排队缴
费不安全，向街道提过网上订餐的

建议，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发出来
了，操作挺简单的。”居民钱老伯一

直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梅岭南
片区社区食堂享受送餐服务，他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尝试使用“曹

食惠”送餐管理云支付平台，支付
成功后，钱老伯表示：“我们老年人

腿脚不好，以后可以在家里直接付
款订餐，又方便又实用！”

疫情期间平台“升级”

梅岭南片区社区食堂自 3月
恢复送餐服务后，解决了部分刚需

老人的助餐需求，同时社区老年人
送餐量也在逐步增长。按惯例，4

月 17日是社区食堂 5月送餐交费

的时间，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交费
台上，除了“益卡通”平台的刷卡

POS机，还有一张二维码，这是普
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疫情期间升级

开发的、首个线上版老年人送餐支
付平台———“曹食惠”送餐管理云

支付平台。

手机操作交费方便
一位来帮父母订餐交费的女

士，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曹食惠”送

餐管理云支付平台，立刻下单：用
手机扫描“曹食惠”二维码，输入

敬老卡卡号和姓名后，进入到支
付页面，分别选好商品、下个月需

要送餐的日期、每日需要的份数，

很快便成功支付了餐费。她还从
工作人员处领取到一张使用指

南，连连夸赞：“我爸妈是双独居
老人，他们住在曹杨，而我住得较

远，所以每次交费我都要特地赶
过来。现在直接手机操作，就能订

餐交费，方便！”
据悉，曹杨新村街道自 2019

年 9月推出“益卡通”老年助餐服
务后，受到广大老年人的欢迎和支

持。社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上
海市敬老卡或者上海市新版社保

卡，就可以在社区食堂享受满 15

减 3元的优惠。截至目前，已登记

卡号 5000余个。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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