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中秋节，可有这么一群人，或是响应

征召逆行驰援莆田，或是依然坚守公卫儿科病
房，抑或是刚刚结束出舱集中隔离……默默坚

守在战疫一线的他们，为更多家庭的团圆与安
康负重前行。

作为上海唯一一家新冠肺炎儿童患者定点
收治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自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众志成城，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生命接

力。今天，让我们走近这群可爱的人，体味别样
的中秋，也道一声“中秋快乐”！

逆行莆田，提前分吃月饼
“虽然才来支援几天，但感觉时间过了很长。”

在福建莆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闫钢风每天需要面
对大量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制定流程、进病房、评

估病情、讨论病例……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住宿
酒店，往往已是深夜。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是

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祁媛媛。本月 12日，两

人应国家卫生健康委指令，作为儿科专家赶赴
福建莆田为救治新冠肺炎患儿提供支援。

11日晚上 9时许，接到任务时，闫钢风刚从
医院加班出来，准备和妻子、女儿一起吃晚饭。

“要去莆田，我是高年资，又是支部副书
记……”

“不用解释，我都能理解。”妻子是第八人民
医院心内科的医生。身为同行，她只是轻声地问

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正读初三的女儿则在一旁哭了。一来是担心
爸爸，还有是中秋出游的失约。“女儿快两年都没

长途游玩了，每次看到同学在朋友圈发旅游照
片，她只有心生羡慕的份。”闫钢风说，“国家抗疫

有需要，只能舍小家为大家。这个中秋国庆没办
法，只能下次找机会弥补女儿的心愿了。”

祁媛媛接到电话时，正和丈夫为不到四岁

的女儿洗澡。
“妈妈，你又要去医院了吗？”

“有小朋友生病了，妈妈要去外地，最近一

段时间不能回来了。”女儿似懂非懂，拿了一包
小零食给她，让她路上饿的时候吃。

“跟老师说一下如果女儿辫子扎不好，帮忙
扎一下。”她叮嘱丈夫。

出发当天早上，她拿出一个月饼切成三份，
她、老公和女儿一人一份，提前过了一个中秋

节。她说：“错过一次节日团圆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家人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支援莆
田，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不正是为了更多人

能健康平安吗？”

推迟出舱，让姐妹陪家人
这个中秋节，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隔离病

区主任葛艳玲和她的团队，在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的儿童新冠病房度过。面对患儿，她们
每天除了开展常规的护理和治疗工作之外，还

要照顾患儿的生活起居、陪伴玩耍，丰富小朋友
们枯燥的隔离生活，尽力让孩子们开心度过每

一天。

葛艳玲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
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长期坚守在抗疫一线。

往年中秋节，妈妈都会提前准备很多传统菜肴、
炖个大烩菜。葛艳玲说，今年因为很早就知道中

秋节和国庆节将在隔离病房度过，所以在进

“红区”之前，她就把父母和两岁的儿子送回了
北方老家，有其他的亲人陪伴，老人和孩子不

至于太冷清。
“每逢佳节倍思亲。想想隔离病房里的孩子

没有家人在身边，我和护士妹妹们能陪着这些
孩子过节，既是患儿情感所需，也是医者职责所

在。”葛艳玲说，“两岁的宝宝被送回老家之后，

最近很频繁地找我，每次微信视频时，她都很温
柔地喊妈妈，还会趴在屏幕上亲我的脸，把零食

往我嘴巴里塞，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老家的护士刘萌，大

部分节日都是和同事们一起度过。与她一样心
态越来越平静和淡定的是护士吴迪和王锦———

按计划本该中秋节换班，但是她们却提前主动

和护士长提出推迟几天出舱，让外面的同事姐

妹过好节再来换班。“今年春节，夏爱梅护士长

    本报讯（记者 马丹）虽然 9月下旬已至，身处夏秋交

替的上海却仍“沉浸”在夏的味道之中。昨天“热”情满满，全
市国家气象站最高气温普遍接近或超过 33℃，其中浦东站

最高为 34.4℃，徐家汇站也达 33.8℃。尽管一场雷雨扫去些
许夏的燥热，今天中秋节的气温仍然将超过 30℃，全天气

温预计将在 23~31℃之间。气象资料显示，在 2011年到
2020年的十年间，只有 2年中秋节的气温超过 30℃，其中

最热的中秋节出现在 2019年，当日最高气温为 31.9℃。如
果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31℃，那么今年将成为近十年来

“第二热”中秋节。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消息，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今天也是
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尤其是夜里大概率天朗气清，数值预报

21日 20时上海上空总云量为 0，市民有望一睹皓月当空的
美景。

小长假之后的一周，上海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天气
舞台颇为平静，以“晴-多云-阴”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

雨水出现。除 22日首个工作日火“热”开场，白天最高气温
可达 33℃之外，未来一周的气温将总体保持在 23~31℃之

间。但是，到了月底，天气系统将发生改变，由于本市将处在
副热带高压边缘，天空云系会增多，阵雨也将频繁出现。

白天热力满满
夜晚皓月朗朗

    芋艿、毛豆、鸭子，是老上海过中秋必不

可少的“三件套”，而刚刚上市的大闸蟹、石
榴、柚子等时令鲜货，也成为节日餐桌上的

“新贵”，给团圆饭带来秋天的味道。记者昨天
走访申城市场发现，从小菜场里的中秋“老三

样”，到老字号的酱鸭、烤鸭等熟菜，还有出水
不久的大闸蟹，这两天都在热卖。

招牌烧鸭特别紧俏
鸭肉性寒凉，秋季食鸭，可以消除秋燥，

而中秋期间吃鸭子，除了最常见的芋艿老鸭

汤，还有酱鸭、八宝鸭、烤鸭等上海人喜欢的
传统菜式。因此，从市中心的老字号，到社区

里的熟菜店，这两天都有买酱鸭的长队。
“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就开始烧酱鸭了。

不过因为这道菜吃功夫，一锅只能出 10来
只，所以一天只能卖两三百只。”今天一大早，

光明邨的门店就排起了四条队伍，两条买月

饼，两条买熟食，懂经的老食客冲着油润酥糯
的酱鸭而来，会打听好每次出锅的时间，踩点

排队。
光明邨大酒店副总经理徐晨告诉记者，

从上周六开始，酱鸭已经限购，每人只能购买
两只。而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是销售最高峰。

“从拉油到焖烧，酱鸭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才
能出锅，一锅只能出 10来个，所以数量不占

优。但对于年年光顾的老客人来说，光明邨酱
鸭就是这个味道，闭着眼睛也能吃出来。”

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新雅粤菜馆，熟食窗
口前也满是拿着大包小包的市民，但招牌的

挂炉烧鸭和真空包装的八宝鸭在上周已经卖
断货。“今年我们推出预售活动，原价 198元

的鸭子只要 98元，很快就销售一空了。”

毛豆芋艿销量翻番
如果无心排队，自家煲上一锅芋艿老鸭汤，也是团圆夜

的明星菜。这两天，小菜场里一早就熙熙攘攘，前来买中秋“老

三样”的“马大嫂”络绎不绝。据摊主透露，中秋节期间，冷鲜鸭
子一天可以卖掉三四十个，相比平时有明显增长。而毛豆、芋

艿货源充足，更是销量翻番。记者看到，毛豆售价从 3.5元到
4.5元一斤不等，芋艿价格也不贵，3.8元一斤的价格基本和平

日持平，口感更细腻的红头芋艿价格略高，卖到了 7元一斤。

“秋天吃芋头，年年有余头”，秋天吃芋艿不仅是因为民
俗中有“运来”之意，更是自身营养价值和口感的魅力。芋艿

脂肪含量低，膳食纤维含量丰富，适量吃些煮熟的芋艿，既
应时应景又健康美味。而毛豆又称为“毛豆荚”，荚与“佳”

“吉”等字谐音，所以吃毛豆是希望能够吉祥如意，万事顺
心。因此，上海人的中秋餐桌上，一定要摆上葱油芋艿、盐水

毛豆等节令菜。
值得尝鲜的还有刚刚出水的大闸蟹。“已经卖了四五天

了，今年的蟹有点小贵。”在杨浦区控江路上的小菜场里，记
者看到，三两母蟹、四两公蟹的售价比较高，每只卖到了 68

元。而三两到三两半的蟹，价格也在一只 40元到 60元之
间，二两半的大闸蟹则是二三十元一只。“这是太湖蟹，刚刚

上市价格是比较高，再加上过节。”摊主告诉记者，这两天买
的人还是不少，而再过半个月，大闸蟹上市量明显增加，

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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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屋看一看 自制月饼聚一聚 酱
鸭
限
购

毛
豆
芋
艿
添
彩
头

    中秋前夕，76 岁的朱靖安独自来
到东街 98号，插入钥匙转动许久才打
开门。

多年空关的老屋，飘着一丝霉味，
虽破旧却整洁。走进屋内，一幅写着“科
技世家”四个篆书大字的书法作品映
入眼帘，墙上还挂着几幅国画，都出自
朱先生父亲之手。

屈指算来，朱靖安搬离东街已 20

多个春秋。但听到这里要征收的消息，
高兴之余，心中难免有些眷恋。

“父亲一直住在这里，直到 2010

年离开人世。”朱先生回忆，92岁的父
亲生前一直期盼，东街能不能变一变，
动一动，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拎
了几十年的马桶，是该要变一变了。如
果他活到今天，肯定开心得不得了。”

陪伴一群生病 的孩子子子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护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

就主动做出表率推迟换班，这也

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互相照

顾、并肩奋战在抗疫的最前线。”

每到过节，护士朱亚男就特别

牵挂妈妈。父亲早逝后，妈妈总是一

个人在家。今年中秋节，朱亚男处于

出舱隔离状态。老公很体贴地对她

说：“放心，家里有我，我会安排好一

切，带儿子一起去陪外婆过节。”每次

从进舱出舱到解除隔离都要经历个把

月，所以儿子和她视频时，总会弹上一

首钢琴曲，用自己的努力让妈妈放心。

“回去之后，我要带儿子去一趟上海天

文馆和上海马戏城，还要陪父子俩去钓

一次鱼。”家人的关爱和支持，令朱亚男

踏实又感恩。

本报记者 郜阳 通讯员 奚晓蕾

留住一段美好的回忆

看到了希望。经过护理，一些久病不起的病

人甚至再次站了起来。
令朱靖安自豪的是，母亲培训街道卫

生员和开设“家庭病床”的创举，让她成了
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1982年和 1983年，

她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上，退休后也闲

不住，经常参加街道居委的公益活动，家家

户户有什么困难也都愿意和她讲。”在朱靖
安眼中，东街是母亲一辈子放心不下的地

方。“退休后她常受邀外出参加活动，但每
次坐 11路电车在小东门站下车，回到东街

的那一刹那，她的心就定了。”
关于母亲的回忆，只是朱靖安东街记

忆的一部分。“这里有着太多值得回忆的动
人往事，至今想起仍然温暖人心。”

老街的节日
这个中秋，很可能是中华路旧改地块

居民在老房子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即将

告别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告别老街坊，大家

心中都有些依依不舍。
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华路居委会专门

在社区活动室组织了一场自制月饼活动，
有十多位居民和社区志愿者参加。“二轮征

询启动后，这些志愿者就要各奔东西，明年
中秋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聚在一起，

趁现在还有机会，组织他们多聚聚。”中华

路居委会副主任崔余佳说。
64 岁的顾菊英家住东姚家弄 26 弄，

能亲手做一次月饼令她特别开心，一再说
要带回去给外孙女尝尝。说起在东街住了

40年终于盼来旧改，顾菊英十分感慨：“我
家只有 15.8平方米，住着 3代 5个人。吃

顿饭一家人都坐不下，必须轮流吃。后来，
女儿女婿只能到外面借房子。”虽然日子过

得苦，但让她温暖的是，邻里关系一直很
好，居委干部也很贴心。这次中秋更是给大

家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家住东刘家弄 2号的王阿姨嫁到东街

已有 30多年。她告诉记者，相比以前，近几

年日子真的越过越好，尤其是去年美丽家
园建设，帮大家改建了厨房、卫生间，居住

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现在又轮上征收，特别
幸运。

但王阿姨也有心事。原来，她家是面积
27个平方米的承租房，里面除了她一家三

口还有婆婆的户口，承租人是 86岁的婆

婆。“听说要动迁，老公家里的三个妹妹也
想分钱。如果要分钱的话，肯定买不了房子

了。”她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家中矛盾能够
得到妥善解决。

据了解，本周四上午 9时，居民投票选
出的评估公司将启动评估上门实地踏勘工

作。这也意味着旧改征收的诸多细节和矛
盾也将慢慢浮出水面。就像王阿姨期待的

那样，依靠征收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和为
民服务热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旧改一

定会迎来最终的圆满结局。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这个中秋，对朱靖安这样旧改地块的居民

来说，有些不同寻常。日日盼、夜夜盼，盼了几十
年的旧改，让月圆又梦圆。

父亲的贡献
在这片老城厢里，朱靖安家有点“特殊”。用

老邻居王祥康的话来说，“老朱家的学识在东街

是最高的。”
朱靖安的父亲朱继山是工程师。1989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一书中，记录着
他的主要贡献：1961年设计我国第一台生产电

机槽绝缘材料复合机；1971 年设计 2000 吨多

层热压液压机（部管设备）；1973年为华东化工
学院执笔编写玻璃设备教材，曾任玻璃钢兼职

教师……
1946年冬天，父母带着 1岁半的朱靖安从

北方来到上海。1948年，靠亲戚帮助借下东街 98

号一间简易房落脚。到上海第三天，弟弟出生，取

名朱安达。朱先生听母亲说，那时房子非常简陋，

也就是落个脚。屋顶瓦片稀疏，不光漏雨，冬天下
雪，雪也会从瓦片缝里飘进屋。“谁能想到，这一

落脚就落到了现在。”朱靖安十分感慨。
后来朱家经济情况好了些，就把房子买下

来全面整修。二层楼，60多平方米，对一家四口
来说，已经非常不错。1950年，朱家买了一台华

生牌电风扇，邻居王祥康特别羡慕：“小朋友都
很稀奇，喜欢到他家吹电风扇。虽然朱家条件

好，但从来没有看不起邻居，小时候玩具都是拿

出来和大家一起玩的。”
良好的家庭教育下，朱靖安、朱安达两兄弟

从小成绩优异。16岁时，朱靖安考上清华大学精

密仪器机械制造系，读了 6年，1968年毕业分配

到甘肃平凉地区深山里一家小三线军工厂。他
做过搬运工、锅炉工、翻砂工等，吃了很多苦，还

落下了腰椎病。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让广大科技

工作者兴奋不已。朱靖安被落实政策调回上海
分配到研究所工作。后因家庭原因，他赴港经

商，专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香港回归后，朱

靖安又回到上海。2000年，他买房搬离了老屋。
相比之下，弟弟朱安达的人生经历要简单得多。

1963年，朱安达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导弹专业，毕
业后留在了北京。

“从小在东街长大、在东街成家，儿子也是
在东街出生、成长，我对东街有很深的感情。”朱

靖安说，他很感谢老城厢的成长经历，这样的经
历让他后来一直习惯从百姓视角来看问题。

母亲的创举
登上朱家老屋的二楼，有南北两间房。左手

边房间墙上挂一张全家福和兄弟俩读大学时的

照片。底下摆着一张梳妆台，梳妆台的镜子有些

特别，两边可以折叠。朱靖安回忆，母亲王莲芳
很注重个人仪容仪表，两边的镜子折过来，就能

看清两侧的头发有没有梳理整齐。
王莲芳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毕业于北京老

协和。朱靖安记得，那时每天都有很多人向母亲
咨询医务知识。“时间一长，母亲发现咨询的不

少人家里都有慢性病人，她就一家家上门做调

查。”
那是上世纪 70年代，医疗资源匮乏，出行

也不便，不少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子女要上
班，家中无人照顾，老年人的看病难题十分突

出。朱靖安记得，从那时起，母亲就试着开始培
养街道卫生员。“她通过此前摸底调查的情况，

有的放矢地培训卫生员的护理知识和基本功，
还与街道干部沟通，在小东门街道中华里委办

了上海第一个街道级别的‘家庭病床’。”
每天，王莲芳带着街道卫生员上门巡床，打

针，督促病人按时服药。几年下来，不少身患慢
性病又住不起医院的病人变得开朗了，家庭也

我我们们的的节节日日 别样的中秋

■ 十几位居民齐聚居委会活动室，一起制作中秋月饼，这是他们在中华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 ■ 朱靖安回到东街的老宅，这里还留存着很多当年的书，书柜上贴着父亲当年画的画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两位专家驰援莆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