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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这个取名“临港人”的日本人，亲历了张江、前滩巨变，如今爱上滴水湖——

在沪  年，晒出  万张上海照片

五月立夏，暖阳季节，正值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5月

16日下午，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

浦区代表处主办，黄浦区民政局作

为支持单位，上海康乐家社区服务

发展中心作为全程合作伙伴，共同

举办“黄浦爱心集市”。旨在以集市

的形式，鼓励市民关注慈善事业，传

递爱心，引导市民了解慈善、参与慈

善，积极点亮市民心中慈善的爱心

阳光。有声有色的爱心集市吸引众

多市民、志愿者参与，聚社会之善、

成社会之爱，展现出“人人可慈善，

行行能慈善”的社会氛围。

集市上，黄浦区代表处悉心地

介绍慈善工作、通过新建的爱心窗

口展示慈善文化，爱心的阳光由此

点亮；黄浦区民政局展示养老服务

便民项目，助力社区长者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服务与惠益——爱心的

阳光越来越亮；康乐家社区发展服

务中心组织众多志愿者提供生活

类便民服务，从大学生、城市白领

到活力老人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均

有参与；又组织爱心企业提供各类

义卖物资，当天义卖款项均捐赠给

黄浦代表处用于弱势群体的救助

——爱心的阳光照亮整个集市。

很多市民都是老上海人，加入

爱心活动的同时，又回忆过往与慈

善基金会一起慈善互助、互相友爱

的经历，现场还分享自己被慈善激

励的小故事，现场气氛热烈温馨。

30年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

浦区代表处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

黄浦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指导下，始

终坚持“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

为社会”的方针和“安老、扶幼、助

学、济困”的基金会宗旨，走过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历

程。近年来，黄浦区代表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精准特

色、服务保障为着力点，开展了多项

特色工作——爱心年夜饭、“冬送温

暖夏送清凉——爱心大礼包发放”

“第一声问候”青少年帮困助学项

目、中医药文化进社区项目、南外滩

金融直通车项目等，配合黄浦区委、

区政府做好与云南普洱、青海果洛、

崇明等地区结对帮扶工作。在应对

上海突发疫情等工作中，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在服务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重点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4年4月底，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黄浦区代表处总计募集

善款 86102.89万元，救助支出

73158.23万元，188.46万人次受

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浦区代

表处常务副会长沈伟、黄浦区民政

局局长兼黄浦区代表处副会长孔

翼菁出席此次活动。 李一能

为推进退休及生活困难妇女

免费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工作，做

好杨浦区“两病”筛查实事项目宣

传，5月11日，在母亲节来临前夕，

由杨浦区妇联、区卫健委主办，杨浦

区溪净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承办的母

亲节妇女健康大型义诊咨询活动

——“关爱母亲健康 绽放‘她’样光

彩”在五角场万达广场B1层开展。

现场通过义卖区妇联“向杨

花”抗癌团队的手工作品“柿柿如

意”挂件、琉璃手串及古法香牌，增

强重症女性的幸福感、获得感。同

时，义卖款项全部捐入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杨浦区代表处众筹项目“小

善大爱”，为区域内低保低收入家

庭、残疾人员、特困人员、重大病患

者、困境儿童等困难人群添砖加

瓦，贡献了一份力量。

“小善大爱”日常助困项目主

要受益对象为杨浦区内低保低收

入家庭、残疾人员、特困人员、重

大病患者等困难人群，项目主要

为他们提供物质帮扶和服务关

爱，通过资金和实物在助医、助

学、助困、助幼、助残、助老等方面

开展帮扶，缓解他们因贫困和疾

病等原因导致的生活压力和心理

压力，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和温暖。 李一能

正值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30

周年之际，5月17日，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钟燕群上门看望了慈善老人

蒋孔悌、赵琴夫妇，感谢二老多年来

为上海慈善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

蒋孔悌、赵琴夫妇都是中国共

产党党员。蒋老早年参加过浙南

游击队，后游击队改编加入部队，

1959年6月还曾参与过西藏平叛，

1963年6月转业到上海川沙县，参

加地方经济建设。赵阿婆年幼时

当过童工，长大后进入工厂工作。

二老捐资助学源起2008年汶

川大地震。当年，蒋孔悌、赵琴夫

妇从《解放日报》了解到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手拉手结对助学”项目

后，便结对资助了10名大学生，其

中9名是来自汶川的学生，另外1

名是来自江西省孤儿学生。

蒋老夫妇非常感谢党和国家让

他们过上好日子，自2008年第一次资

助学生至今，夫妇俩每年都来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捐资助学。截至2021年

3月，夫妇两人已结对资助了130名

就读于上海各大高校的贫困大学

生，资助金额已超过百万元。这也

是蒋老先生在有生之年结对学生达

到一个“连”（130人）的心愿。

在资助过程中，有时因同时资

助的学生太多、资金上周转不开时，

他们还向儿女借款，确保助学款能

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其儿女表示

理解，同时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对于资助的学生他们不仅从经

济上进行帮助，二老还从生活上给予

关心。目前，早年资助现已毕业的学

生们仍对二老怀有深深的感激之

情，也表示会铭记教诲，在工作岗位

上辛勤努力耕耘。

二老多年的善行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认可和赞赏，曾先后获得“2010-

2011年度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

“2014年度感动宝山人物”“2014年度

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

“2015年度海上最美家庭”等荣誉。

一同前往拜访的还有市慈善基金会

副理事长周珊珊。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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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母亲健康 绽放“她”样光彩
杨浦区开展妇女健康大型义诊咨询活动

■ 喜欢拍照分享的藤田康介

今年3月，藤田康介注册了小红

书账号，取名为“临港人”，时常分享

他在滴水湖畔的所见所闻。真实的

记录，吸引很多人点赞收藏，引发大

家对临港发展的热议。但评论区里，

也有戾气略重的质疑声：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你是专门写软文的吧？

别人出言不逊，藤田康介并不生

气，反而更加坚定了在互联网上记录

临港生活的决心。“罗马不是一日建

成的。很多人对这座年轻的新城不

够了解，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亲

历过陆家嘴、花木、张江、前滩的发

展，深刻感受到个体与城市共同成长

的魅力。如今选择搬到临港，因为喜

欢这里，相信它未来潜力无限。”

亲历浦东发展巨变
中文表达能力太好，对上海发

展变化如数家珍，藤田康介常被网

友误以为是“本地人”。1996年，他

离开日本大阪，到上海求学，此后毕

业、工作、成家、有娃，已经在沪待了

28年。如今，藤田康介是一名中医。

近日，在临港中心，藤田康介向

记者讲述了他的上海故事。

高中毕业后，藤田康介明确了

想来中国学习中医的志向。当时，

他的爷爷身患重病，父亲是名大学

教授，教过很多来自上海的中国留

学生。这些学生寄来冬虫夏草，爷

爷服用后精神状态有所好转。藤田

康介感受到中医的博大精深，产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跟中国留学生打

听后，他得知上海中医药大学。

1996年，藤田康介乘坐的航班

降落虹桥机场。踏上陌生的土地，兴

奋又忐忑，彼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未来自己将搭上浦东开发开放的快

车，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

读书时期，藤田康介租住在徐

家汇的“老破小”里，左邻右舍都很

热情。生活一段时间后，眼见着租

金从每月1400元涨到2500元，藤田

康介内心合计，觉得长期定居上海

的话买房更合算。2003年10月，上

海中医药大学东迁张江。藤田康介

考虑在浦东安家，遭到很多人的反

对。“当时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

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邻居阿姨

听说我要从徐家汇搬到浦东直摇

头。”但藤田康介有着自己的考量，

一番调研后，他在花木联洋买了

房。“此前我有多国生活经历，喜欢

大城市的便捷，又不喜欢住在人太

密的地方，希望家附近有公园能放

松休憩。当时上海生态空间没有现

在多。我发现世纪公园后眼前一

亮，联洋离得不远，又是国际化社

区，毫不犹豫就拍板买了。”

藤田康介告诉记者，刚搬家时，

生活并不便捷。2003年，他在张江

读博，周遭也很荒凉。“其实跟今日

的临港很相似。”如今，联洋社区成

为上海著名的小“联合国”，近5000

名外国人在那里安家，居民中有近

七成是“新上海人”。张江高新区以

上海8%的土地面积，贡献上海生物

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

产业80%的工业总产值，汇聚上海

80%的高端人才，吸引上海80%的

外资研发机构，培育上海80%的科

创板上市企业。

举家搬到滴水湖
去年，藤田康介作出了一个重

大决定，举家搬至临港。他在滴水

湖云厅里看了临港新片区的规划，

为之震撼。他注意到，两港快线

2022年1月开工，预计2025年建

成。线路北起浦东综合枢纽（两个

分支：浦东机场T3航站楼、上海东

站），自北向南设置下盐路站、东大

公路站、临港综合区站和临港开放

区站（车站名称均为暂命名）。建成

通车后，从临港滴水湖到浦东枢纽

最快只需要15分钟。

“对我这种经常要全世界飞的外

国人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临港离浦

东机场近，离世界也近。”在藤田康介

看来，一座城市到底好不好，不要跟

着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感受。“我

经常骑车到滴水湖畔，每次都能看到

新变化，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

想到图纸上的规划变为现实，自己能

够参与、见证完整的过程，人生的体

验其乐无穷。”

早在2005年，藤田康介就关注

到了滴水湖。那年12月10日，洋山

深水港一期码头开港，日本商会组

织活动前去参观。当时滴水湖周边

建筑寥寥无几，也没有地铁交通不

便。藤田康介心里却埋下了一颗种

子，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搬到临港住。

2011年，藤田康介在网上拍下

沪牌，提车后就兴奋地开到滴水

湖。如今，他没事就到海边兜风，远

眺洋山深水港。2019年8月20日，

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2023年，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900万标

准箱，连续14年全球第一，洋山深

水港箱量占据总量的“半壁江山”。

每每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临港的消

息，藤田康介都跟着兴奋。

引起很多回忆和共鸣
藤田康介告诉记者，1996年他

初到上海时，为了学习中文，订阅了

大量报纸。如今，依旧订阅《新民晚

报》，是忠实的读者。他太太是上海

人，大学同学，一路相伴至今。藤田

康介读博的最后一年，就跟太太结

了婚。“我俩本来商量好，毕业后在

和平饭店举办婚礼。结果在《新民

晚报》上看到和平饭店要闭店装修

的新闻，非常着急，就赶紧跑过去。”

藤田康介喜欢拍照、记录，保存了

近20万张上海照片。1997年7月，上

海43路公交车；2003年1月，浦东国际

机场；2005年，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

2005年12月，坐“龙港快线”第一次去

临港；2009年11月，上海长江隧道……

最近，藤田康介在社交账号上陆

续发布了老照片，引起很多人的回忆

和共鸣。他还整理了滴水湖的十年

对比照，配文中写道：从老照片中可

以看到，过去十年，临港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未来五年变化会更大，人们

的观念也应当发生改变了。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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