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施昊豪）又

是一年吃蟹好时节。昨天上午，在宝岛蟹庄，
2021上海崇明“橘黄蟹肥”文化旅游节暨第一

届绿华金秋吃蟹季正式开幕。
刚刚捕捞上来的螃蟹个个“张牙舞爪”，个

头相当大，今年的“蟹王”重达近 1斤。宝岛蟹庄
选用“江海 21”品种，以七两重的雄蟹和六两重

的雌蟹为亲本，采用活水养蟹、水草种植、水质

调控、科学投饵等技术，经过精心养殖，蟹壳健
硕有光泽，青背白肚，金爪坚实有力，处处彰显

崇明清水蟹的高品质。

才上岸，就下锅。蟹粉咸蛋黄山药、蟹粉豆
瓣、蟹粉豆腐……现场以崇明清水蟹为主食材，

邀请专业厨师和业余厨艺爱好者各 10组，分别
进行蟹主题的特色菜式创作。

不止有蟹，崇明大米、绿华橘子、明珠湖猪
肉……一大批崇明优质农产品现场设摊售卖，

供游客选购。主办方还邀请印糕制作师傅，带领
游客亲手制作与蟹相关的印糕或西点，如蟹粉
印糕等，好吃又好玩，可作为伴手礼。

游客们还能抽到“蟹”盲盒。活动现场，湖面
设置数字彩色漂浮球，每个漂浮球下都有一笼数

量不等的崇明清水蟹，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向
游客和观众进行盲盒销售，每个蟹盲盒售价统

一，根据观众下单的漂浮球数字，现场开船捕捞、
清点数量并打包快递。“看，我抽到的这笼蟹真不

错！”抽到盲盒的游客骄傲地挥动手中的奖品。

“橘黄蟹肥”文化旅游节是绿华镇的品牌活
动，今年突出“金秋吃蟹季”主题，以绿华镇“绿
港风情景区”为核心区，通过线下活动+线上直播的形

式，结合创意特色体验推进美食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做强
“橘黄蟹肥”品牌，做大蟹的文章，打造绿港村“蟹港”旅游

IP 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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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这两天，在静安

区闻喜路上的彭一小区大门口，不时有路人
隔着门栏往里面张望，察看施工人员正在拆

除一幢幢破旧的房子……随着这里 40 幢老
旧住宅楼陆续化为瓦砾，意味着作为上海最

早工人新村彭浦新村缩影的“老”彭一小区，
即将完全“消逝”。记者昨天在采访中获悉，根

据规划，从 11月 1日起，彭一小区开始了规

模性拆房，一个月后启动建设新居，4年后，在
原址还给居民一个厨卫独用、生活配套，拥有

17栋电梯高楼的“新”彭一小区。
“彭一小区 2110户居民在 9月 1日到 10

月 31 日的搬场期全部搬离，‘退房率’达
100%，成功实现了‘清零’！”彭浦新村街道旧

住房改造办公室主任须炳荣告诉记者，这为
今年底准时动工改造，扫除了最后的障碍。而

千方百计攻坚克难的背后，是一个个为老百
姓排忧解难的暖心故事。

百岁老人安心了
搬场期开始后，街道旧改办邀请彭一小

区周边的多家房屋中介，前来旧改办现场设

摊，为居民提供过渡房源咨询租赁等服务。在
彭一小区居民中，有 30多户是高龄老人、残

疾人、生大病、长期卧床的家庭，因为种种原
因，他们没有能力找房源临时过渡。街道对这

些特殊家庭给予了重点帮助，使他们全部在

期限内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
101岁的倪老太是一名独居老人，街道旧

改办主任须炳荣经过多方协调，决定拿出一
套面积相仿的存量房给倪老太住，不用过渡，

一次性到位。但老人有自己的打算，还是希望
4年后回到老地方来住。须炳荣满足了老人的

愿望，房子还是让她用来过渡。

老人没有退休工资，为了让她省钱，又住得

舒心，须炳荣安排施工队，对存量房进行了简单
装修，还从别的搬家居民不要的家用电器中，挑

出仍能继续使用的，安装到存量房中。这样，
老人一分钱不花，就住进了“新房子”。

高高兴兴搬走了
有一对兄弟住在一套房子里，签约时提

出要求：要两份签约奖励费，一共 6万元。他

们这套房子只有一张租赁卡，按照规定，只能
分到一份 3万元的签约奖励费。

搬场期一天天在缩短，但兄弟两个却没有
搬走的意思。原来，他们仍打着自己的“小算

盘”———想分到两份搬场奖励费共 6万元。

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做工作，不厌其烦
地解释政策，反复说明按时搬场的好处，“大

家都按规定办，不仅能实现公开公正，还能确
保旧住房改造顺利进行，早搬迁早得益啊。4

年后大家都按时住上新房子，开启新生活！”

兄弟俩终于被工作人员的诚意所打动。

红木家具有“家”了
蔡先生（化名）家有一套价值不菲的红木

家具，他租了一套用于过渡的房子后，准备把

红木家具也搬过去，但租房里已经放置了业
主的家具，根本放不下蔡先生的红木家具。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蔡先生上门向须炳荣
求助。这样的事情，长期从事旧改工作的须炳荣

也很少碰到。经过多方打听，须炳荣为蔡先生寻

觅到一处仓库，红木家具可以存放在那里，直到
4年后蔡先生分到新建的房子。“多谢多谢，帮

我大忙啦！”他握着须炳荣的手连声道谢。
红木家具有了“家”，蔡先生轻轻松松搬

进了租的房子，就等着再回迁了。

彭浦新村彭一小区将拆除，4年后居民回迁住新房

全市最大规模旧改项目
“退房率”达100%

百口紫铜锅立冬开炉，膏方门诊预约超万人次

上海“岳阳膏方”新楼飘出“膏香”
    本报讯 （记者 郜阳 通讯员 沈

莉）百口紫铜锅开炉，经过 6 个多小时
浸泡的第一批膏方药材入锅煎煮，药工

在热气腾腾的火炉边不断搅拌，黑色汤
汁在锅里翻滚跳跃，浓郁的药香扑面而

来……昨日立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岳阳膏方”新楼

启用，传承传统技艺精华开炉制膏。

坚守传统工艺
冬季养生，膏方是不变的“主角”。岳

阳医院是申城唯一具备膏方独立制作加

工能力的医院。副主任药师朱晓春向记者
介绍：“很多地方的膏方都是流水线上操

作，电脑控温，一体成膏，效率是高了，但
老中医的传统也慢慢流失了。”医院坚守

传统工艺，用紫铜锅煎煮，分为七个步骤：

配方、浸药、提取、浓缩、收膏、分装、晾膏，
这七个步骤要一天半到两天时间，最终出

炉的是一人一方、原汁原味的膏方。
“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规范，药材

跟着专家处方走，确保安全。”朱晓春
说，“头汁”煮好取出药汁后，再继续煎

煮、压渣提取“二汁”，“头汁”“二汁”合并
放置在容器中沉淀。今天，第一批岳阳膏

方就可进入收膏阶段。收膏前，药师还会
按照处方，兑入阿胶、鳖甲胶、黄明胶等

胶类，以及黄酒和糖类，还有各种珍贵的
细料，如人参、鹿茸、虫草等。

记者了解到，岳阳医院今年的膏方
门诊预约已过一万人次。“膏方绝非单纯

补益，而是通过全面了解患者病情，辨证
施治，一人一方，将补虚和疗疾融为一

体。”岳阳医院呼吸内科首席专家杨佩兰

主任医师表示。

新楼立冬启用
“岳阳膏方”新楼也在立冬开炉时启

用。新楼共两层，面积达 1000余平方米，

“岳阳膏方”匾额由全国名中医严世芸教
授题写。

“岳阳膏方”新楼一楼为膏方制作基
地，设中药饮片浸泡区、煎煮区、浓缩区、

收膏区、盛装区、凉膏区及膏方取药区，

共有 100口紫铜锅，传承传统技艺熬制
膏方。二楼为中药膏方特色制剂传承工

作室和海派中医膏方文化展厅所在地，
另设有中药饮片配方区、贵细中药饮片

配方区及海派膏方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
艺科普参观区，可供大众零距离了解中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中医膏方

熬制技艺，传播、弘扬中医药文化。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岳阳
医院院长周嘉还为“上海中药炮制技术

传承基地———中药膏方特色制剂传承工
作室”揭牌。据悉，上海中医药大学承担

了《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创新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任务中创建海派中

药炮制技术传承创新平台，服务中医药

流派发展高地建设的重任。徐建光表示，
要依托岳阳医院中医特色诊疗优势，集

聚沪上产学研医优质资源合作，使膏方
这一中医特色传统制剂彰显海派制药技

术特色，传承守正、推陈出新，更好地服
务中医临床、福佑大众健康。

昨日开炉后，这栋膏方楼将成为医
院整个冬天最忙碌的地方之一，只为将

汇聚地道药材和传统手艺精华的岳阳膏
方如约送到定制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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