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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是

金山区杨家村为村民
制作339本家谱，留住乡
愁传承家风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受

气候影响，今年桃花花期略晚但

颜值依旧，“灼灼其华”的最美赏

花期即将开启。昨天，“2023上

海桃花节”在浦东新区拉开大

幕。据悉，今年的桃花节规模为

历届之冠，将在浦东展开一幅

文、商、旅融合的美丽画卷。

在老港镇的浦东红窑，第一

批赏花者已经先睹为快，感受

“十里桃花”的浪漫。在网红咖

啡馆附近的“桃花岛”上，淡粉色

的桃花影影绰绰，吸引了游客们

前来打卡。“今年温度偏低，桃花

的花期比往年晚了近半个月，本

周开始进入初花期。”上海市桃

研究所副所长熊帅告诉记者，一

棵桃树上“十里挑一”，即十朵里

有一朵开花，就标志着进入“初

花期”。他表示，目前浦东的桃

树品种主要分为新凤、湖景、大

团三种，桃花初放时为淡粉色，

随着花期延长，色素沉淀，开始

显现“灼灼其华”的浓艳了，“晴

天后桃花‘给点阳光就灿烂’，预

计下周起进入最佳赏花期。”

和老港相比，新场镇、惠南

镇由于温度略高等原因，已是

“桃花朵朵”。作为上海桃花节

的主要赏花点之一，新场镇拥

有3000亩桃园，是典型的江南

桃源水乡，“新凤蜜露桃”曾获

国家农业农村部金奖。本届桃

花节活动结合新场古镇联合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背景，以

丰富的桃文化资源为核心，演

绎专属邮编201314（谐音：爱你
一生一世）文化内涵，联动古镇
与乡村，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

据悉，今年是上海桃花节举

办的第33个年头。今年联动川

沙新镇、周浦镇、新场镇、惠南

镇、老港镇和大团镇，结合花海、

桃林、农庄、民宿、马场、灯会、露

营、集市等各镇特色旅游元素，

策划打造多元丰富的活动，铺陈

各美其美的桃花风景线。

清明，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日子。
在今年清明前夕，金山区杨家村的村
民收到了第十年的集体经济分红和
村里统一制作的家谱，可谓物质和精
神“双丰收”，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听闻

杨家村的好消息后，我一直在思考，
杨家村制作家谱的意义是什么？第
一，杨家村村民家谱是金山区村域内
的首部家谱，对金山区来说，是挺有
意义的。第二，能为“消失的村庄”留
存历史，留住乡愁，激发共情，赋能乡
村振兴。没错，也是一种意义。但我
总觉得，还没有完全找到答案。
于是，我来到杨家村，发现虽然

它叫村，但一点也不农村。金山万
达、金山医院，甚至是金山区委、区政

府都在杨家村村域里。在杨家村村
史馆，我了解到，“踏实奋进、勤俭富
民”的杨家精神一直激励着一代代杨
家村人奋发图强。“我们不仅要经济
富民，还要精神富民，两手都要抓。”
村党总支书记陈春花说。
我看到了两位村民之前捐出的

自发编的家谱。陈春花告诉我，村史
馆刚建成时每周六会组织村民参观，
大家看到家谱流露出羡慕表情，村里
就想给老百姓做点事情，也不知道家
谱做出来后大家会不会喜欢。没想
到，村民们拿到家谱后都很激动，反
响强烈。这时，所有的工作小组成员
都感到，一切付出都值了。
始于百姓，终于百姓。我想，这

就是制作家谱的最大意义吧。屠瑜

家谱的意义

沪上最大规模桃花节回归浦东

本报讯（记者 屠瑜）昨天，46

岁的村民张梅手捧一本杨家村村

民家谱，走进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

村史馆。她找到村党总支书记陈

春花和工作人员黄婉娟，希望能够

加上她三位姑姑的名字。“虽然我

的阿孃（金山话）都嫁出去了，但是
我们家庭关系特别好，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她们都全力帮我。”

就在上周六，杨家村双喜临

门，村里举行了杨家村经济合作社

股份分红10周年暨《杨家村村民

家谱》发放仪式。杨家村10年累

计分红达到1795万元，而且年年

增长。比分红更让村民高兴的是，

他们每家每户都拿到了一本家谱，

这也是金山区首批由村牵头编制

的家谱。

杨家村是典型的“都市里的

村庄”。全村户籍人口近2900

人，大部分村民都搬进了镇上的

动迁小区。

人在外，情不断。建党百年

时，杨家村新建了村史馆，有两户

村民捐出了自家家谱。村里经常

组织村民回来参观，村民们看到家

谱时，都会表现得特别羡慕。

“我们就想给村民们做点事，

以前只有条件好的人家会做家

谱，普通人家多数是没有的。”谈

到制作家谱的初衷，陈春花说，

“虽然多数村民都搬走了，但我们

这个村还在，我们还是一家人。

希望全体村民都团结起来，让每

个家庭更加和谐。”

去年年初，杨家村成立了家谱

工作小组，组织党员志愿者、村民

小组长、乡贤等分头包干，深入村

民家中，统一收集、整理、核对、制

作，历时整整一年。最终，全村共

制作了339本家谱，并按照村民实

际情况，印制了767份。另外以村

民小组为单位，以金山农民画为封

面，汇编了9本家谱，统一存放在

村史馆中。

杨家村2组李圆是一个“00

后”。他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很多

长辈、亲戚都不认识，现在看看家

谱，听听家人讲解，对自己的家族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4组村民陶

金林说，我的阿哥陶九根和阿姐陶

芬芳都在八九岁夭折了。但他们

来过这世上，来过我们这个家，记

在家谱上也是对他们的怀念。

“我们在编制的过程中，也深

受感动。家谱不只是一张纸，这是

家，是家人，凝聚了大家对家的情

感。”黄婉娟说，“这些天，村民们陆

续来村里要求修改、增印，虽然带

来很大的工作量，但是我们能真切

感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体现了

制作家谱的意义。”

金山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叶文

娣很支持这项工作，她说，参天之

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村民通过家谱可以更加深入

地了解自己家族的渊源和历史，

增进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感

情。这有助于弘扬乡风文明，让

村民留住乡愁，同时也有助于传

承和弘扬优秀的家风家训，引导

村民向上向善。

■ 村民拿到家谱
后很开心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今天上午10时，在永福园的

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广场上，

“缅怀英烈 致敬英雄”清明公祭典

礼拉开帷幕，今年是永福园连续八

年举行这一清明英烈公祭活动，在

沪老将军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共计1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记者 李一能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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