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

(1979 年) 且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

市。 2019年末，上海市 60周岁以上

的户籍老年人已达 518.12 万人，占

其户籍总人口的 35.2%。

养老服务， 是上海需要着力破

解的突出民生难题。今年，上海将继

续对接需求，坚持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持

续扩大有效供给。今年，上海持续发

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完善居家

养老服务供给，推进医养结合，新增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50 家、助餐场所

200 个、养老床位 7000 张，改建认

知障碍照护床位 2000张。

今日论语 追
寻
大
师
们
的
“
教
书
匠
”
精
神
宋
宁
华

    昨天是第 36 届教师节，

朋友圈里刷屏了。 怀旧版、泪

目版、萌娃版……微信群里对

老师们的祝福此起彼伏，勾起

了许多人难忘的师恩。

乘坐地铁的市民发现，从

昨天起在人民广场等 10 个地

铁车站， 一批大师格言亮了。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次

通过“接地气”的方式，让一批

社会科学界的大师们走近市

民身边，让人们感受到大师们

作为普通“教书匠”的模样。

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被放在了首位。 “我不

教学生做绵羊，我教他们做猴

子。 ”这句听上去有点奇特的

话语出自教育家、 语言学家、

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陈望

道年轻时脾气火爆， 被称为

“红头火柴”。但他对于学生却

充满慈爱，他的教育思想就是

要让青年学生富于活力、善于

思考、敢于创造。

“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

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 ”这是

著名翻译家、 双语词典编纂

家、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的一

句话。他曾说，自己喜欢孤独、

不喜交际应酬，“还是老老实实当

我的教书匠为好”。 许多学生在上

过陆谷孙的课后都说，听他上课是

一种享受，尤其他讲课时的“陆氏

幽默”。 而他给新生入学教育的第

一课曾说过：“我希望我的学

生们心中有这条道德底线，不

要欺骗、钻营、庸俗、猥琐，而

要用一颗忠诚、 明敏的心，保

持对问题的省思与追问。 ”

经师易得，人师难得。 今

天，我们重温大师，并不只是

缅怀纪念、高山仰止。 他们中

的很多人命运多舛，经历过战

争的血雨腥风，也承受过国家

命运转折的考验，却依然耐得

寂寞、一心向学，用自己的言

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

学生。上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

贺绿汀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他曾说，期望音乐学院的学生

能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青年，

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

命。 在他的影响下，无论是他

的女儿还是学生，都铭记他的

教诲，将艺术创作的根基深深

扎在泥土里，将艺术创作与时

代及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因此，社科大师们的贡献

不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更有

教书育人的层面， 他们可谓

“桃李满天下”。 陈光磊、葛剑

雄、熊月之、廖昌永等大师的

弟子，正沿着前辈教育人的脚

步，站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教师是园丁，不是雕塑

家。”从社科大师们作为“教书

匠”的格言中，人们可以管中窥豹，

他们如何言传身教， 真正把做人、

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致敬大师，

这种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精神，

值得人们追寻、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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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餐13元实惠又可口

一进为老服务中心，大门边就是一个触

摸式点餐屏，手指滑动，一周菜谱活色生香。

“我呀，早饭在家里，午饭天天这里见，

不重样！ ”沈默说，这个聪明的点餐屏是今年

新来的，老人们都觉得新鲜，没事就来划拉

划拉———菜肉饭，小锅菜，虫草汤……很可

口，价格也便宜，一人套餐只要 13元。

今年复工复产后，为老服务中心抓紧时

间完成适老化改造，重新开张。 沈默老太太

路上花个把小时也要来日托， 为啥乐此不

疲？“吃得好，玩得好，用得好！”沈默说，一走

进改造后的为老服务中心，餐厅、活动区、会

客厅、 午休间……哪里看着都清清爽爽，敞

敞亮亮。 吃好午饭，午休间里，一排按摩椅等

着，躺上去，好舒服！ 沈默老太太特别要谢谢

几位护理员，每次午休她们都要帮老人们调

整好按摩椅，老人们睡一觉，安安稳稳。

的确，走进为老服务中心，看看老人们

省心、放心、开心的模样，就知道，改造目标

实现了。

阶梯式服务更有归属感

5年前， 从法国留学回来， 放弃外贸工

作，选择社区养老事业，五里桥街道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阮捷说，自己的选择有意

义有意思———因为， 这是一份朝阳产业，能

让老人们切实感受体面养老品质生活。

事实上，为老服务中心不只服务沈默这

些“报到老人”。 改造后，中心里多了间特别

的助老浴室， 还有一个辅具租赁展示平台。

那间浴室里，有一套定制的淋浴设备，专供

行动不便的老人，老人坐在椅子上就能安全

淋浴。 住在中心周边的老人，如有需要，就可

以预约淋浴。 至于辅具租赁展示，也很受居

民欢迎，比如，有张床，专为卧床老人特制，

灵活好用，帮老人上床、翻身、起床，很省力。

“中心不仅是日托所、助餐点，更能为周

边居家老人提供阶梯式为老服务，方便社区

老人‘原居安老’。 ”阮捷说。

阶梯式为老服务，什么模样？ 就是，老人

做不动饭了，中心有助餐；洗不动澡了，中心

有助浴； 需要让照料老人的家人们休息一

下放个短假， 中心有喘息服务……老人到

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样的专业为老服务，家

门口的“原居安老”就是要让老人们有安全

感、归属感。

人瑞当标杆乐活每一天

100岁，是沈默的人生小目标之一。这个

小目标，沈默有信心，因为，眼前就有位天天

见的人瑞———今年整整 100岁的张淑芳。

在为老服务中心， 大家数数年龄，80 岁

才起步，90 岁一大片，100 岁嘛，张淑芳就是

标杆。每天 9时，这群“80后”“90后”“00后”

的日托生活是从一套手指操开始的。“手心

拍拍，手背拍拍……天天做做手指操，头脑

不糊涂！ ”沈默一边做操，一边看看身边的张

淑芳老太太。 别看两位年龄大，手指动作可

是一点也不慢，这套手指保健操，是中心改

造重新开张后，沈默学到的新本事。

要问在日托所都学会了啥？ 沈默会说，

活到老学到老，100岁，还是要活得漂亮！

黄浦区这家“托老所”迭代升级，方便老人“原居安老”

岁，还是要活得漂亮！

    青浦区朱家角古镇附近有个名

叫万隆村的村庄。过去，通往村子的

峰甸路两边杂草丛生； 村里的河道

上漂浮着各种垃圾，不时飘出臭味；

不少村民宅前屋后堆放着无用的杂

物和垃圾，影响美观。 如今，峰甸路

铺上了平整的沥青，两旁种上了高

挺的树木； 马家埭河恢复清澈；村

民房屋旁的小花坛里绽放着五色

小花……“我们真是选了一个好代

表！ ”村民乐呵呵地说道，他们口中

的“好代表”说的就是上海市人大代

表、 青浦区朱家角镇万隆村党总支

书记张小弟。

“我首先考虑的是农村的发展

与百姓的诉求。 ”张小弟表示，现在

万隆村正着手打造和谐人居环境，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张小弟根据村

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个一”和

“一个片”。“三个一”指的是，打造环

绕万隆全村的峰甸路为“党员整洁

示范一条路”，打造曹家埭自然村为

“垃圾分类示范一条埭”， 打造马家

埭河为“妇女美丽示范一条河”。“一

个片”指的是，打造万隆村 11 组和

15 组为“自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

“要让村民成为参与者和受益者，这

样一来大家也会更珍惜自己的劳动

成果。 ”张小弟说。

前不久， 张小弟还带领大家给

村子做了一次“大扫除”，将原本堆

在屋前的砖头瓦片重新废物利用，

砌成小菜园的围墙， 既解决了乱堆

放的问题，还节约了一大笔成本。

村子变美了， 村民的就业和养

老问题又成了张小弟关心的头等大

事。近年来，万隆村正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契机，逐步探索“种养一体化+

合作社” 的模式， 努力培育新型农

民。目前，村内已有百来位村民投身

“水稻+小龙虾” 共养产业发展中。

“原本一亩地的年收入在 500 元左

右， 现在一亩地能达到 7000 元左

右，村民的收入大大提升。 ”张小弟

介绍， 这种新模式不仅促进了村民

稳定增收， 也解决了原先村庄散乱

种植、形不成规模效应、竞争力低下

的状况。前几天，村里的上海万鸿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到了收割

的时节。家庭农场主张继发笑着说：

“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在一年收入能达到上百万元。 ”

近些年，这位扎根基层的“农

民代表”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关于建议

市政府实施新一轮郊区经济薄弱

村帮扶工作，推进上海郊区乡村振

兴的建议》等多个与乡村振兴相关

的代表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

注与采纳。

把生态环境转化为发展优势，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注入源头活

水，让传统乡村焕发勃勃生机。 在

张小弟看来，乡村振兴重在思想振

兴。“我想把在城市里学习到的好

的生活理念带

回村子里，带领

村民一起享受

青山绿水下的

生态红利。 ”张

小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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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上海 时空之变

要家园美还要村民腰包鼓
———记上海市人大代表张小弟

    95 岁的沈默，漂亮老

太，雪白小卷发，金丝边眼

镜，瘦，神采奕奕。 每天早

上，沈默独自花一小时，步

行加公交， 从家里直奔托

老所。

托老所，大名叫“黄浦

区五里桥街道为老服务中

心”，今年刚刚经历了适老

化改造，日托、助餐、喘息

服务……“原居安老”服务

一应俱全。 这让沈默老太

太对一件事更有信心———

100 岁的时候，还是要活

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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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弟近影

首席记者 刘歆 实习生 姚舒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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