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2月 1日，联华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华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城桥镇签署农旅
融合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合

作建设崇明地区高科技绿色
生态猪牧场，共同打造种养

结合的农旅融合项目。

根据协议，三方将在城
桥镇鳌山垦区建设一座年出

栏 3.8万头的标准化生态养
猪场，投资约 1.2 ?元，占

地面积 220亩，含生产、管
理、生活及种植区等区域，拟

于 2021年完成建设投产。养
猪场投产后，运用生态养殖

模式进行生猪饲养，确保达
到健康优质的质量标准；养

猪场产生的养殖粪污经全自
动分离系统分离，再通过现

代生物技术处理，可变成有
机肥和植物栽培基质，实现

养殖粪污的减量化、无害化
和资源化循环利用，打造绿

色循环农业。
该标准化生态养猪场是

上海崇明华腾农旅融合项目
的一期工程，项目二期将规

划建设农旅融合项目———崇
明华腾“猪舍里”，包含花鸟

餐厅（365 天立体智慧花
园）、展厅、购物中心、加工体

验区、住宿与咖啡厅等，预计

年接待游客 15万人次。
三方表示，将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全力以赴开展深度合作，

努力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
建成、当年出栏的目标，有效增加生

猪产能，优化养殖整体水平，加快推
进崇明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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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式管理！1月 22日，金山

区社会福利院向公众发出实行封闭
式管理措施的通知，暂停家属预约

探访和收费、咨询接待服务，为保护
好全院住养老人的安全严阵以待。

186位员工，近 300位住养老
人，如何贯彻落实市民政局要求，扎

牢织密金山养老机构疫情防控保障

网？金山区社会福利院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带头开展全院职工核酸检

测工作，并百分之百签订承诺书：留
沪过年！

“院里怎么安排，我们都服从
的。只要邱院长说的，我们都听！”老

人们淳朴的话语却是他们对福利院
院长邱群英的信任和依赖。

一年多来，福利院从紧急封闭
管理，到逐步开放预约探视，再到最

近又一次封闭……人员排摸、安排
核酸检测、签订承诺书、制定相关规

章制度各个环节，邱群英都考虑再
三、务求周全。“那么多老人都在我

们这，不能出一点纰漏。他们安全
了，我才放心！”

福利院金山大道院区护士长张
生英的爱人是公共卫生中心骨科主

治医师。今年 1月，张生英的爱人临
危受命进入隔离病房救治病患，长

达 1个多月的日子里，只有张生英

和婆婆共同照顾家里两个幼小的娃
娃。虽然生活上琐事繁多，张生英却

从来不会影响福利院内的工作，永
远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真正做

到了以院为家。“老人有时就跟孩子
一样，要我哄着，把他们安顿好了，

我才能安心回家！”张生英说。

像张生英这样的双医护家庭，
在金山区福利院还有很多。

梅州园区护士长宋美娟的爱人
也是金山医院的医生，夫妻二人常

年奋战在临床一线，抗击疫情的一
年多来，夫妻俩几乎连照面都打不

上几次。今年过年，她的爱人自愿报
名在隔离点值班工作，而自己也要

为了院里的老人们放弃休息。宋美
娟本来对家里是否理解充满担心，

但没想到，女儿却说：你们放心工
作，家里的事情，我会照顾好的！

目前，金山区社会福利院 186

位职工均已在第一时间接受核酸检

测并签署承诺书，除假期本人和家
属均不离沪之外，全院职工承诺非

必要不外出，定时开展消杀，多措并
举确保院内 300位住养老人健康、

平安。 通讯员 顾诗意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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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溥仪、恭亲王都被“圈粉”

晚清“网红”游戏
被崇明老伯复活

    “遥看一片白，雪海波千顷。”冬日里的一枝梅历来是文

人雅客的心头好。日前，沪郊“花开海上生态园”里的梅花开
了，第四届梅花文化旅游节如期而至，园内梅影摇曳、暗香四

溢、活动丰富，正等着爱梅之人前往，一探究竟。
花开海上生态园 600亩，现有梅花 30000多株，涵盖宫

粉、朱砂、绿萼、江梅、龙游、垂枝、杏梅、美人梅等八大类，早、
中、晚与白、粉、红色花 60多个品种，分布在梅溪香岭、梅影

曲径、梅宫探梅。登临赏梅最佳处梅花亭（如疏影坡、凝香台、

烟雨亭、薄雪亭和薄寒亭等），举目四顾，但见山上山下，由远
及近弥漫花香，浪拥雪堆，芬芳弥漫。水是花开海上的灵魂，

水域曲折，水漾花影。临水种植的株株绿萼
梅，构成“池水倒窥疏影动”的景观，展现着

梅花的神韵。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早春浪漫 闻香寻梅

    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

七巧板， 但十五巧板大家

玩过吗？ 这就是一百多年

前由上海崇明的一位 “超

级玩家”发明的游戏“益智

图”。它曾经在全国广为流

行， 粉丝众多， 甚至连鲁

迅、溥仪、恭亲王 、华罗庚

等名人都是它的 “粉丝”，

是当时不折不扣的“网红”

游戏。但因为连年战乱，这

一游戏渐渐淡出了大众的

视线，几乎失传。直到崇明

区文化馆退休馆长施仲君

将其 “复活 ”，它才重新为

人所知， 成为了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益智图”

究竟是怎样一款神奇的游

戏？ 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

魅力所在。

“超级玩家”升级“七巧板”

十五块几何拼图，看上去平凡无奇，似乎就
是七巧板的“升级版”，但在施仲君老伯的手中，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些拼图拼出了书法字体、
山水画、水果、动物等等图形，不仅惟妙惟肖，更

是颇有些传统艺术写意的风格，甚至可以把锄
禾日当午、举头望明月、床前明月光等等千古名

句表现出来，这就是“益智图”独特的魅力所在。

说起它的故事，施仲君如数家珍。一百多年
前的晚清，崇明出了位奇人名叫童叶庚，他是一

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也是位酷爱发明新鲜
玩意的“超级玩家”。在对传统七巧板的研究中，

童叶庚觉得虽然有趣，但有些简单，能拼出的花
样有些少，于是自己研究制作了“升级版”十五

巧板，取名益智图。
虽然只是增加了八块拼板，但“益智图”的

可玩性却远远超越了七巧板，文字、图形、甚至
是小场景都能得以实现。童叶庚在告老还乡后，

把大量时间用在研究“益智图”的玩法上，编撰
了好几本书来介绍几百上千种玩法，一时间风

靡海内外。下至平民百姓，上到皇亲国戚都玩得
不亦乐乎。

末代皇帝溥仪、晚清名臣恭亲王奕?都是它
的“发烧友”，不仅入手了用象牙制作了“高端

版”，还买回了许多“攻略”研究，恭亲王专门为
“益智图”题写了“操觚新格”四个字，这些藏品

如今依然在世。

进入了民国时期，这一游戏依然非常流行，

鲁迅曾在日记中写到，托人去买回了“益智图”
的书籍，附送拼板，这就和现在买游戏攻略送光

碟差不多。华罗庚、瞿秋白、张恨水等名人也对
它爱不释手，“益智图”甚至流行到了海外，一位

美国人还专门为它出过书籍介绍。
可惜随着抗战爆发，日军轰炸了上海的商

务印书馆，“益智图”的书籍母版被毁，失去了

“攻略”，加上战火连绵，这一游戏就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

百年后拼出“新版攻略”

“益智图”的再次复苏已经是 2009年，当
时，崇明区文化馆收到了童叶庚的曾外孙、加拿

大华裔科学家刘慈俊家传的《益智图》等珍贵资
料。这让一直醉心于研究崇明非遗的施仲君兴

奋不已。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施仲君凭借这些
资料，以及在区图书馆找到的 12本相关书籍，

开始了研究益智图的漫漫长路。

“以前的资料只有图形的轮廓，拼图的方法
和规律却没有记载”。施仲君想把这部分“空白”

填满，于是，研究这几本书上的 1000多幅图案
成了他每日的“回家作业”。

图案有易有难。容易时施仲君一会儿就能
拼出，难的时候要花费几天甚至上月的时间。有

时候他躺在床上也在思考。如果灵感迸发，他就
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拼图。就这样，在日复一日

的拼图中，施仲君琢磨出了其中的规律，完成了

编写。

如今施仲君编撰的“新版攻略”，可以说是
让“益智图”更加容易上手，即可以按照古法通

过轮廓完成高难度拼图，也可以参考施仲君所
研究出的“答案”。施仲君说，越是简单的图形越

难拼，一幅“举头望明月”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能拼完，但一个苹果、一个生梨，因为没有明

显的外部轮廓特征，要拼很久才能完成，最难的

一个图形让他足足研究了几个月。
看样拼图，只是“益智图”的一部分乐趣。施

仲君说，这一游戏最大的魅力，还是在于研究新
的玩法。他曾在崇明一所学校推广非遗，教小朋

友们拼图，但一位学生没有按照他的教法来拼，
而是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拼法，结果反而比

之前的要好。“所以说，这个游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能拼出无限的可能，表达自己的所思

所想，这也是它在当年如此流行的原因。”
如今，“益智图”成为了上海市级非遗项目，

在它发明人的故乡崇明也开始获得关注，进入
学校开设兴趣班，并且被选入了崇明特色伴手

礼。但施仲君觉得，“益智图”的复兴之路还刚刚
开始，这一老少皆宜的游戏即便在今天，也有其

发扬光大的价值，不仅能帮助孩子开发智力，也
能让老人锻炼脑力预防认知症。“现在大家都低

头玩手机，连我的儿孙们也一样，希望这个老祖
宗发明的好游戏能重新流行起来，除了传承非

遗，更能让大家的生活多一点精彩。”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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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走！

    金山区福利院 186名职
工承诺：留沪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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