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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楼一楼“陶然”系汇聚了知名堂口和高端买

手店的新式零售空间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杨浦旧改1.5万户年度目标基本完成

“定海穷街”旧改清零
    本报讯（记者 孙云）今天零

时，随着定海路街道 146街坊旧改
基地“二次征询”以 99.33%的高比

例正式签约生效，杨浦区 2021年
旧改 1.5 万户的年度目标宣告基

本完成，定海路街道的最后一块成

片二级旧里也即将在地图上消失，
实现“定海穷街”旧改清零。

每一片二级旧里的屋檐下，都
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旧改的成

功，也有着许多令人或振奋或唏嘘
或思索或欣慰的故事。在存在各种

历史遗留问题的 146街坊，旧改征

收比其他地方还要更难一些。
在昨天“二次征询”签约首日，

头发染得红艳艳的小凤阿姨激动

地带头来签约。看到她，杨浦区第
一征收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朱琳深

有感触地回忆说，她和小凤阿姨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廉政接待

中———原来，146街坊的居民们早

已盼望着旧改，但对旧改的阳光政
策并不那么了解，甚至误以为只要

跟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搞好关
系，就存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操

作空间”。
小凤阿姨也是抱着这样的想

法，带着一只名牌皮包找到了征收

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工作
人员立即就上交了，也正因此，有

了小凤阿姨与朱琳的这次见面。经
过这件事，小凤阿姨对旧改政策的

误解大大消除，不过，这也并不意
味着后面的签约就一定一帆风顺。

后来，为了消除小凤阿姨一家对房
产面积认定的误解，征收事务所不

仅多次做工作，还牵头请来区房管

局的“老法师”详细说明。首先做通
了小凤阿姨的思想工作，她又成为

了政策的宣讲员，做通了家人的工

作，最终实现全家顺利签约。146

街坊旧改成功签约生效，小凤阿姨
特别开心，她说，爱人身体不好，心

脏搭桥已有数年，如今旧改成功，
他们就要住进杨浦公园对面的新

家了，虽然面积不大，只有 40平方
米，却随时可以陪爱人去公园孵太

阳，“实在太开心了！”

类似小凤阿姨这样一波三折
的故事，在 146街坊还有很多。当

今晨旧改基地的公告牌上挂出签
约率 99.33%的数字时，大家既松

了一口气，也倍感欣慰。在新年即
将到来之际，充满着希望的明天，

或许就是送给这近 1600户家庭最
好的新年礼物。几天后，杨浦区最

后一个成片二级旧里地块 369 街
坊也将启动旧改，届时，杨浦将全

面完成旧改大决战，向杨浦百姓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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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药师”，板蓝根，大青叶，扎
染，看得一群小学生啧啧称奇。上周
五，“双减”后的寻常下午，听“陈药
师”讲“香杏中医学堂”魔法故事，不
寻常！

你若问我， 疫情究竟会改变什
么？我想说———抗疫，不仅养成了法
治素养、普及了科学精神，更彰显了
文化自信。这中间，“望闻问切”较真
新冠，有意思。

先说说“陈药师”的故事。 自新
冠疫情突袭以来， 黄浦区香山中医
院“香杏中医学堂”进校园，没停过，

越是疫情不结束， 越是要科普进校
园，何况，今年“双减”后，有趣的中医

科普更让中小学校的娃娃们离不开。

“香杏中医学堂”，如何科普？自
然是要生动活泼，让小孩子听得懂、

感兴趣。如果说，《射雕英雄传》里的
“黄药师”是武功盖世、独步江湖、拒
人于千里之外的一代宗师；那么，年
轻的“陈药师”就是平易近人、笑容
可掬、擅长魔法的小姐姐，起码，她
在“香杏中医学堂”的扎染魔法，就让
小孩子们知道了一个 “秘密”———常
喝的板蓝根冲剂，原料叫“大青叶”，

这大青叶，竟然也是极好的染料！ 你
看，白手绢，扎起来，染一染，就能变
成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小朋友们都
来试一试，果然，没有一个图案是重
复的，真的独一无二！更要紧的是，孩
子们记住了好几味药材和 “颜色魔
法”，还知道了抗击新冠疫情，中医药

作用独特， 心中不免种下一个梦
想———当年屠呦呦研发出 “疟疾克
星”青蒿素，将来，一定会有更多中医
药科研成果造福人类健康福祉。

“香杏中医学堂”有一群“陈药
师”，年轻的中医和药师们，弘扬中
医药传统文化， 拓展中小学生课外
知识，启蒙“岐黄国粹”，一起来！ 其
实，今年《上海市中医药条例》实施
以来， 沪上已有 20万中小学生接
受中医医药拓展课程启蒙， 推进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让中小学生了解、

知晓、热爱中医，明白“望闻问切”也
是科学，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
学智慧， 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学习、传
承、创新，有意思更有意义。

疫情之下，“望闻问切” 何止在

校园课堂上传播中医的睿智， 更在
基层社区较真新冠， 保障市民享有
优质中医药服务，三个关键词是：可
及、品质、便利。

比如，煎药，就是技术活儿，有
点麻烦， 不少市民选择代煎服务。

《上海市中医药条例》说，中药饮片
代煎服务，有规范。医疗机构委托有
关单位提供中药饮片代煎服务，受
委托的，卫生条件、仪器设备、专业
技术人员，一样不能少；同时，遵守
技术规范， 建立代煎全过程记录制
度和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总
归，用药安全要保障。

还有，抗疫以来，不少中医院研
发特制药剂，“独门制剂” 均可依法
共享，市民在这家医院看病，可以当
场开到另一家的“独门制剂”，允许

中药院内制剂在规定的医疗机构之
间流通使用，提升用药便利性，帮助市
民扶正祛邪、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

最有意思的是， 不少社区中医
参与疫苗科普。要冬至了，习惯了冬
季进补的社区老人难免纠结， 打了
加强针，膏方，还能吃吗？

有疑问，就科普。刚刚过去的双
休日， 我听一位社区中医这么循循
善诱———

“亲们，冬天来了，望闻问切，科
学进补，吃膏方，打疫苗，两不误，放
心吧！

亲们，过去见了面，爱问‘吃了
吗’；如今见了面，阿拉要问：疫苗，

打了吧！ ”

你看，“望闻问切”， 较真新冠，

就这么够俏皮、有底气。

“望闻问切”较真新冠有底气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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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养大树
    这张照片拍摄于 2002年。

照片上，著名电影配音演员曹

雷正在为她领养的大树上系挂

她的领养铭牌。这张照片曾获
得新民晚报社与其他部门联合

举办的“白玉兰杯”绿化摄影大
赛二等奖。当时我正在关注领

养大树的新闻，当我拿着相机
在现场到处寻找最佳拍摄对象

时，忽然看见曹雷正在挂铭牌，

便紧赶几步上前，按下了快门，

拍下这张照片。曹雷童年时期，
跟随父亲、战地记者曹聚仁住

在溧阳路，与新民晚报老社长
赵超构曾为邻居。我毫不犹豫

地将这张照片投给了新民晚
报。很快，新民晚报就在头版刊

登了这张照片并获奖。我想，这

也是一种缘分。
王毅刚 图 杨叶 整理

    本 报 讯
（记者 杨玉
红）今天，以宋

式文人茶事生
活为蓝本的

“华宝文会集”
开席，也宣告

申 城 老 字

号———华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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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打造
沪上首家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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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磬响，凤箫声起，四名着襦

裙的侍女提灯而入，华宝楼三楼的
艺术空间彷佛时光倒流梦回大宋，

一场沉浸式雅集———“华宝文会集”
开场了。嘉宾们置身在宋代“锦卷”

之中，焚香挂画、插花点茶，现场表

演艺术家们琴箫和鸣，即兴挥毫瘦
金体，接续一盏香茗。

“华宝文会集”由海派人文艺
术雅集发起人戎新宇策划并导演，

“以画置景、以梦喻境、承古创新、
人画互动”，颠覆了人们对于日常

“饮茶”的理解。戎新宇介绍，参演
者均为琴箫字画、茶香诗花等领域

的艺术家，通过在服饰、妆面、桌

椅、器皿、插花、点茶等诸多方面的
还原，呈现宋代东方美学，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

场和上海规模最大的工艺品商厦，
焕新后聚焦中高端茶器和茶事生活

美学，串联展览、雅集、拍卖、直播等
多元业态。一楼“陶然”和二楼“匠

心”是汇聚了知名堂口和高端买手
店的新式零售空间，引进了超过 25

家国内头部窑口，包括汝、官、哥、

定、钧等历史名窑；三楼“赏会”为灵
活多变的展陈空间，是工美艺术语

汇的发声场，并设置了常态化的拍
卖专场；四楼“艺趣”空间，借着苏式

园林的独有景观，开辟出一方空中
豫园的自然小天地，在沉浸式的环

境里开展品鉴、笔会、艺术创作、研
修学习等高端沙龙活动。

未来一周，华宝楼将举办一系
列艺术交流活动，如诚德轩的粉彩

手绘活动，利永紫砂的现场讲座，
铁画轩现场品茶交流会，玉窑的现

场画瓷，艺林堂主理人讲座与藏品
分享会等。此外，为满足大家对东

方美学的追求，华宝楼还将以沙

龙、雅集、赛事等形式推出一系列
艺术人文课程，如“陶瓷鉴赏沙龙”

“香文化沙龙”“书法国画沙龙”“拓
印沙龙”等。

华宝楼焕新归来，以茶为媒，为
“建筑可阅读”首创了沉浸式消费场

景的赋能体验，为申城市民打造了
一个新的家门口好去处，让游客收

获东方生活美学的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