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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嫩绿的茭叶一丛丛

挺立在水中，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
清香，满眼是丰收的盛景。昨天，

“茭美练塘，幸福中国”———2021

上海练塘茭白节暨古镇旅游文化

节在青浦练塘拉开帷幕。作为中国
丰收节活动之一，市民游客不仅可

以在茭白节期间品尝到鲜嫩饱满

的“水中人参”，更能吃喝玩畅游练
塘。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10月 4日。

“茭白节”期间，游客可以在主
会场可 ·美术馆探索田园生活美

学, 不仅能欣赏到茭白编织立体

画、茭白主题水墨画、油画等，馆内

还设有专业老师指导到访游客和

儿童参与茭白沙画制作。
活动期间，东庄村、徐练村、太

北村等三个散落在金灿灿田野间
的分会场，同样精彩纷呈。红色足

迹徒步行、徐练十二景游览活动、
田间茭白采摘观摩、儿童娱乐游戏

等多个活动，将满足大家在这个国

庆假期吃喝玩乐的“小心思”。

需要提醒的是，游客需要全程
做好个人防护，在人员密集场所佩

戴口罩。 本报记者 杨欢

    阳光透过树叶，在苏州河华政

步道上洒下灵动的闪亮斑驳，一清
早，古银杏树下祖孙三人正在细

语。“弟弟你看，这棵银杏真大呀，
哇！它已经 135岁了！真的是课本

里的‘银杏水杉活化石’呢。”五年
级的小姐姐一路数着水杉、槲寄

生，沿着步道跟家人走进了华东政

法大学的校园。
一早上，记者见到最小的参观

者是婴儿车里的小宝贝，最年长的
是轮椅上的九旬伉俪袁公公和邬

婆婆，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大家有
序完成登记进入校园。

小宝宝惬意地躺在婴儿车里
一边啃着小玩具，一边睁着好奇的

大眼睛左看看右看看，这里是妈妈
的母校呢。王晓庆是华政校友，许

久没有回到这片校园，也趁着假期
带上家人来走一走。夫妻两人在格

致楼前驻足，等婆婆进去看展览。
“从五四运动开始，上海万航

渡路的这片土地上，就活跃着一批
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

学生。这里的每块砖瓦、每片斑驳，
都讲述着红色故事，传承着红色基

因……”讲解的声音从门廊传来，
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大学生讲述

校园里的历史故事。一些市民循声

而来，跟着一起观展，大家还不知
道，今天这位讲解员是华政“一号

志愿者”、校党委书记郭为禄。
《苏河明珠———华东政法大学

长宁校区历史文化展》正在展出，

这是华政挖掘校史、珍档策划推出

的展览，展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背后

的故事以及百年近代高等教育和
七十年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印

记。这也是配合苏州河华政段建成

开放之后学校为师生和市民准备
的一份“开门礼”。“学校开放了，大

家来看绿化、看建筑，光看风景是

不够的。一代代前辈创造了百年建
筑里发生的事，是学校历史的一部

分，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讲好这
些故事是更有意义的。”郭为禄说。

1925 年沪上爆发“五卅”运
动，大学生在这里掀起了一场爱国

运动；这里曾兴建了最早的自然科

学专用校舍，拥有我国第一个现代

化大学体育馆，校园内的 26、27号
楼，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前

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办公
旧址……学生们从展览里看到更

多细节，对刚才走过的那些建筑更
加肃然起敬了。

观展的大学生都是华政学

子，他们 5 时多就起床了，搭乘 6

时 20 分团委华政青年组织的班
车从松江校区赶来参观。社会发

展学院大一学生司承楷腿受了

伤，仍然报名拄着拐杖来，不想错
过这场体验。当看到韬奋楼的时

候很兴奋，他的录取通知书里就
夹着一张校园建筑明信片，上面

就是韬奋楼。老师的讲解令无言
的建筑更有了生命力，司承楷听说

学校将招募讲解员学生志愿者，他

也很想加入。
“对我们来说，每位市民都是

一位新生。希望作为主人，华政人
能讲好校园的故事，我们也欢迎市

民一起来爱护这座校园。”郭为禄
对大家说。

本报记者 易蓉

南昌路上的阅读花园

■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南昌路路口

■ 开放时间：全天

泰戈尔先生，
有个诗会在等您

泰戈尔 | 街角公园 | 图书漂流角

千
园之
城

■ 交通：轨交 1号线陕西南路站

■ 门票：免费

■ 经过全面改造的泰戈尔阅读花园 杨建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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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假日 生活新

赏百年建筑 听红色故事
国庆假期第一天打卡苏州河畔最美校园

    中午时分，茂名南路、南昌

路路口，新开的街角花园，有个
好听的名字———阅读花园。这个

家门口的花园，推窗见绿，出门
见园，很精致很特别。

花园对面，是一间新开的咖
啡店，坐在店里，透过落地窗，就

看见花园里一尊泰戈尔半身铜

像。诗人铜像有什么来历？
“泰戈尔先生也是南昌路的

老朋友了！”72岁的朱福海，茂名
居民区义工站站长，土生土长的

南昌路居民，这里的典故，他如
数家珍。

当年，诗人泰戈尔三次到访
上海。徐志摩曾是随行翻译，泰戈

尔在徐志摩家中暂住。徐志摩家
就在南昌路 136弄 11号。2010

年，恰逢中印建交 60周年，印度
政府向上海市政府赠送了泰戈尔

铜像。从此，铜像就安家在这里。
今年，南昌路街区改造，阅

读花园应运而生。看见花园，第
一感受是———亲切。“一个变化

是，花园建成后，诗人和居民们
更亲近了！”朱福海说，塑像四周

原先是半人高的围栏，如今，拆
了围栏，整个阅读花园跟人行道

在一个水平面上，行人来来往
往，看见了诗人，停下脚步，合影

留念，就像老朋友久别重逢。
花园一角，是“图书漂流

角”。这个漂流角，也很别致。你

看，一排琉璃景墙，中间嵌着几
个书格子，里面放置着一本本图

书，整面墙就好比一个大书架。
贴墙还有一排坐凳，随手取下一

本书，坐下来看看，到了秋天，晒

晒太阳读读书，多好。

谁来捐书呢？居民啊、行人
啊，都可以“随手公益”！朱福海一

位邻居从小行动不便，80岁了依
然热爱读书。朱福海以前要骑车去

图书馆帮老人家借书，现在好了，
出了家门，就是“图书漂流角”。

“图书漂流角”旁边，是朗读

亭，造型也很别致，弧形法式铁艺
廊架很宽大。等到藤蔓爬满，人坐

廊下，一架绿藤遮阴，清凉的。

“我们之后打算开一个小型诗

会，爱诗的居民们，都来读读诗

吧。”瑞金二路街道茂名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庞展红计划着筹办诗会。

阅读花园，居民诗会，有意
思———泰戈尔先生，有个诗会在

等您！
等待诗会，居民们的心情该

怎么形容呢？就像泰戈尔的诗句

那般———“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
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

我已等待得很久了。”

首席记者 姚丽萍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来苏州河边的最美大学
逛逛，成为不少市民的假
日“第一站”。

丰收节里品茭白
吃喝玩乐游练塘

小草竟然也是过敏原？

上海国庆花粉指数来了！

■ 华政近代

建筑背后有故事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本报讯（记者 马丹）夏秋换
季，冷热交替，一些人会突然出现
“感冒”样症状，可能就是“秋季花

粉过敏”找上门。长三角环境气象
预报预警中心昨天推出国庆假期

“花粉指数”预报，并特别提醒，当
花粉预报为“偏高”及以上时，说明

花粉处于爆发期，致敏性较强，敏

感人群要做好防护。
花粉过敏症，又称枯草热，指

易过敏个体吸入致敏性花粉后，引
发的过敏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打喷

嚏、流鼻涕、眼睛红肿、皮肤瘙痒等
症状，重者可引发哮喘甚至过敏性

休克。花粉过敏有明显的季节性，
上海每年有两个花粉症高发季节，

分别为 3～5月和 9～10月。春季花
粉症一般由树木花粉引起，在各种

树木开花时发生，主要的致敏原是

构树、悬铃木等树木花粉。夏秋季
是各种杂草和农作物的花粉季，主

要的过敏原是葎草、蒿草等莠草类

花粉和禾本科花粉。

空气中花粉浓度的高低，和气
温、湿度、风和降水等多种气象因

素密切相关。其中，尤其是风，对空
气中花粉含量有明显影响。无风或

微风天气，花粉飘散受限制，主要
集中在植物附近。有风时，气流加

速有易于花粉远扬，但风力过大或
持续时间过久，容易把花粉迅速吹

至远方，甚至把花囊吹落。为何近
期花粉指数容易偏高？气象专家

说，上海近日晴热晒，空气较为干
燥，因此也有利于草类植物花粉的

释放和传播。

上海国庆花粉指数预报>>>

10月 1日 较低

10月 2日 较低
10月 3日 偏高

10月 4日 较低
10月 5日 偏高

10月 6日 偏高
10月 7日 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