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中，在

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工作当
中， 上海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 进一步提升虹桥商务区的能
级，苏浙皖各扬所长，大家共同建

设、 共同分享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的红利。 ”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阮青表示，长三角沪苏
浙皖三省一市将建立推进机制，高
水平规划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着力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作为国
际开放枢纽的 ‘核’， 包括产业发

展、国际贸易、要素配置、高端商
务、人才荟萃等若干个方面。 只有

‘核’的功能提升了，对南北拓展的
辐射带动效应才能充分体现。 ”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党组
书记、 常务副主任鲍炳章在近日
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十四五”期间，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要在国际资源要素对接、

高端服务供给、 总部经济服务等
功能方面不断提升，强商务、强会
展、强交通，真正形成动力核、“极
中极”，才能更好构建引领区域协
同发展新引擎。

“青浦区将配合推进长三角
城市会展联盟等合作机制， 积极

承办联合国采购大会等高端国际
性展会活动， 推动联合国亚洲采

购中心项目建设， 同时继续做大
做强‘6+365’平台。 ”

———青浦是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永久举办地， 也是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浦
区代区长徐建表示，“十四五”期

间，青浦将按照“一核引领、双管
齐下、三大功能”思路，加快推动
会展经济国际化、 专业化、 市场
化、品牌化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更高质量打造上海国际会
展之都重要承载区。

“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

两带’功能布局中，以虹桥商务区
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 纳入

昆山、太仓、相城、苏州工业园区，

突破了原来上海虹桥行政区域范

围，绘就‘大虹桥’蓝图。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高清表示，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特别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加快推进，“沪苏同城化” 步伐
不断提速，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通过奋力拼出高质量发展
的‘太仓速度’，不断把‘上海下一

站’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下一站上
海’的奋斗追求，努力把‘金太仓’

打造成为‘小上海’。 ”

———江苏省太仓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胡卫江表示，作为紧邻虹桥
枢纽核心区、位于“一核两带”功能
布局之北向拓展带上的重要节点
城市，太仓将加快打造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北翼发展极，争当沪苏同城
“桥头堡”，更多领域更高水平率先
实现与上海的同城化。

“嘉兴将规划融入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南向拓展带建设，积极贡献

长板优势，全力建设好浙江片区。 ”

———浙江省嘉兴市常务副市
长陈利众表示。 长三角一体化规
划纲要明确要积极发展枢纽经
济，于近日获批的嘉兴机场项目，

能够有效覆盖上海西南地区和杭
州东北地区的城镇， 有效承接市
场溢出需求， 打造面向区域的国
际商务区，叠加枢纽地区功能。

“滁州国际（虹桥）会客厅搭

建起了一个滁州与上海、 与长三
角多领域合作交流的桥梁， 是滁

州抢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机
遇，也是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

对外宣传展示滁州的重要窗口。 ”

———日前，滁州国际（虹桥）

会客厅在上海虹桥枢纽挂牌。 安
徽省滁州市委书记许继伟表示，

加快滁州现代化建设， 最大的机
遇就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最现
实的动力就是改革创新， 最紧缺
的资源就是人才技术。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17 岁中学毕业，

杨烨瞒着父母，响应
国家号召，报名上山
下乡。从上海到徽州，

一待就是 53年，将青
春献给山区， 献给教
育文化事业。 2009年
回到上海， 他又投入
社区公益， 弘扬传统
文化， 续写上海与黄
山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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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三角架起开放的“彩虹桥”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于日前发布，明确到 2025

年，将基本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承载区。 以“一核两带”为功能布局的“大

虹桥”，为长三角架起开放的“彩虹桥”。

■

上
海
知
青
杨
烨

徐
剑

摄

点

热热

海山山 情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上海老知青杨烨的黄山情

■ 杨烨在歙县

献青春他乡成故乡
母亲一边叮咛一边躲在门边

哭，父亲雇佣了一辆三轮车，把自

己送至码头，是杨烨记忆深处的
画面。

1957年 12月 29日，上海十
六铺码头，寒风劲吹，刚从上海七

宝中学毕业的杨烨积极响应号

召，报名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
和舒拉的故事》《牛虻》等励志书

籍，他与 1100多名同学一起乘着
江华轮，高唱着“再见吧，妈妈，别

难过，莫悲伤……”满怀青春的激
荡和纯真的追求来到皖南山区。

从大都市上海到小山城歙

县，分到上丰乡溪头村，成了一名
下田种地、上山砍柴，天天护梨

花、锄梨草、施梨肥的农民。“这是
我理想的生活？”胸怀报国理想的

杨烨不禁迷惘、挣扎，稚嫩而滚烫
的心如山谷中冻结的冰针，看上

去尖锐，实际一碰就碎。理想与现
实的激烈碰撞中，杨烨病倒了。

房东大妈宋巧看这个瘦小的
“上海佬”可怜，从家中箱底下翻

出一个春节才舍得吃的雪梨，熬
了梨汤给他喝，在大妈精心照料

下，杨烨的病好了。“是农民的纯
朴，温暖了我的心。”

文学梦淡墨要留痕
病愈后的杨烨，将心安在了

黄山，安在了歙县。因为表现好、

有文化，1958年，杨烨被安排到距

离县城较近的雄村乡大梅口小学

任教师。门对青山，窗含绿水，室
闻花香，乡村小学里那一双双清

澈得和新安江水一样、渴盼知识

的大眼睛深深地吸引了还是少年
的他。

三尺讲台，山区的孩子们特

别喜欢这位风趣幽默又充满热情
的老师。之后，他当过中心学校校

长，屡在全县教育质量评价中名
列前茅，还有学生考上了清华大

学。1969年之后，他当过乡镇干
部，足迹遍布歙县。

在黄山，杨烨不仅与教育结

缘，还与文学结缘。
从小就爱看书，杨烨的理想

是当一名作家，徽州的山水人文
成了文学创作的宝藏。1958年，杨

烨开始在《黄山日报》上发表文
章，他的作品一如他的名字，火

盛、明亮。1962年，第一首诗《弟
弟》发表在《安徽日报》。

1980年，杨烨调任县文化局，
1987年在歙县文艺创作研究室，

至 2000年退休，先后出版散文集
《悠悠古城情》《浓浓新安恋》（与

杨晓余合作）和《徽州古牌坊》，主
编专集《名人与歙县》等，发表剧

本《心愿》《卖猪记》及大型黄梅戏
《情怨》等。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

会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2017年春天，杨烨已经回到

上海定居，77岁的他携着长达 70

万字的散文随笔集《淡墨留痕》来

到歙县，召开新书座谈会。“生我
的是上海，养我的是徽州。徽州博

大精深的文化是我成长的养分，

是徽州给了我一双翱翔的翅膀。”

上海郎牵手徽姑娘
在中学时代，杨烨有过一段

“两小无猜”的感情，1957年他从

上海下乡时，初恋女友曾去送行。
1965年，25岁生日时，杨烨回上

海参加同学聚会，骑车上街买酒，
右手持酒瓶、左手扶车把，身后传

来熟悉的声音：“杨烨，你好！”回

头一看，正是她，此时的她已考上
北京大学。秀发下的笑脸，甜蜜的

脸，让杨烨措手不及，一个急刹，
车倒人翻，酒瓶碎了，后面开来的

公交车一个紧急刹车，有惊无险
中对他厉声责骂。

而这，竟成了他和女友迄今
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期间，我曾

经写过一封信想寄给她，但没寄

出，而是撕了。”杨烨说：“我们那
一代人，思想单纯，我选择了农

村，她选择了城市，我俩的人生道
路就此分岔。”

30岁那年，杨烨经人介绍，娶
了新安江畔的徽州姑娘杜丽琴为

妻。岳父杜和中毕业于黄埔军校。
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民政府一方

的代表去上海接管高校，后任暨
南大学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返歙。

特殊年代，杜老先生吃尽苦头，杜

丽琴不幸得病，但杨烨作为传统

的中国男人、上海男人，道义和善
良让他不曾有丝毫改变婚姻选择

的念想。抗战胜利 70周年，杜老
先生被国家授予“民族脊梁，抗战

老兵”称号。

从结婚到 2015年妻子去世，
两人共同走过 45个春秋。不离不

弃，牵手一生，是一名上海男人坚
定的徽州爱情。

人生路无处不发光
“听说你们要来，杨老师很激

动，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引来赞声

一片，社区里很多人都是他的‘粉
丝’，要当着记者的面夸夸老杨。”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国安路第一
居委会社区区块负责人彭瑛笑

说，采访当天多位志愿者登门。

杨烨 2009年回到上海，住在
拥有上海“绿肺”之称的杨浦区新

江湾城。这位 81岁的老人，怎么
就成了“社区网红”？负责社区阅

读会的志愿者曾祝兰说，杨老能
诗、善写，是社区文化传播的“能

人”。加上杨老经常和志愿者们一

起做公益，还曾获“十佳好邻居”
荣誉称号。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每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
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

为而羞愧。”杨烨将保尔柯察金视
为偶像，也以自己的一生践行这

句名言。
耄耋之年、儿孙满堂，如今，

杨烨仍坚持每天写一首古体诗、
走一万步，参加社区里的公益活

动，每年还回两次黄山歙县。从小
杨到老杨，杨烨人如其名，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
特约记者 程向阳 徐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