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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各地都要赏月吃月

饼。除了吃月饼，在金山，很多人家

还会制作眉毛饺，寓意着一家人幸

福甜蜜。

眼看中秋节快到了，金山卫镇

东门居委会组织辖区志愿者一起制

作眉毛饺，喜迎中秋庆团圆。

居委会工作人员早早地买来饺

子皮，炒好芝麻。大家在圆圆的饺

子皮中包入香甜的白糖芝麻，沾水

封口，再放入滚烫的热油中炸制，不

一会儿金灿灿、香喷喷的眉毛饺就

出锅了。志愿者们围坐一堂，一边

做眉毛饺，一边欢声笑语，期间，还

邀请了小区居民前来品尝，活动现

场气氛格外温馨。

随后，居委会工作人员与志愿

者们将一袋袋香喷喷的眉毛饺送到

了辖区内空巢老人、困难群众、老党

员等人的手中，向他们送去中秋佳

节的问候与祝福。

而在朱泾镇金来居民区，也在

中秋到来前夕，举办“浓情中秋 与

老相伴”活动，现场制作眉毛饺，邀

请小区居民一起品尝，感受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

谭阿姨是

做眉毛饺的能

手，在她看来，

芝麻馅是眉毛

饺的“灵魂”，

“每年中秋，正

是芝麻收获的

季节，要用当

年 的 新 芝

麻”。芝麻放

锅里后要不停

炒，动作要快，

一会儿一股清

香扑鼻而来。

谭阿姨表示，

听到芝麻“啪、啪、啪”的声音就可以

了，否则就焦了。炒制后拌入白糖，

就可以包在眉毛饺里。把做好的眉

毛饺，放入油锅炸至两面金黄色，就

可以出锅了。

今年 80岁的何老伯是位失独老

人，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他回忆，

小时候，每到中秋，家里就会包眉毛

饺来吃。眉毛饺成了他对团圆的念

想。由于和老伴年事已高，最近好

几年都没吃过眉毛饺了，“今年再吃

到眉毛饺很开心，还是以前的味

道”。中秋节品尝“眉毛饺”，弯弯的

“眉毛饺”像眉毛，甜甜的内馅，寓意

一家人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幸福安

康。

记者 周艺 冯秋萍
通讯员 张婷婷 吴军伟

弯弯眉毛饺 浓浓中秋情

金秋畅玩最美水库

随着我区早餐工程建设的不断

深入推进，记者了解到，近日，我区

“早餐地图”正式上线，市民只要通

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并按步骤简单操

作，一分钟就可以查询到周边早餐

点位分布情况，分分钟找到你心仪

的早餐。

据悉，获取“早餐地图”，首先要

关注“金山经济”微信公众号，然后

在公众号主界面右下角点击“金山

消费”，找到“早餐工程”即可进入

（该操作需要获取地理位置信息）。

进入到“早餐工程”界面后，市民就

可以按照区域分布查询到附近早餐

点位的分布情况。同时，点击地图

上数字圆点，可以看到早餐点位的

详细信息，并可以根据导航查询到

相关路线。

此外，市民也可以直接点击页面

正下方蓝色箭头圆点，获取附近的早

餐点位分布情况。

据悉，目前，我区“早餐地图”共

纳入了全区 365 个早餐点位，包含了

早餐驿站及堂吃

门 店 等 不 同 类

型。后续，“早餐

地图”中的早餐点

位也将根据实际

情况更新增补。

记者 付婷

中秋将至，金山老牌手工月饼

——亭林月饼也迎来了热销。

记者在东林食品有限公司内看

到来买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

本地的市民之外，记者也碰到了来

自南桥、松江、嘉定、浦东等地的市

民。

一位来自浦东的老爷叔告诉记

者，他在七八年前偶尔在友人处吃

到了亭林月饼，自此每年中秋前都

会特意到亭林来买月饼。

目前，东林食品有限公司内 70
多名制作师傅已经全员上阵。每天

平均都要卖出 1500 卷左右的月饼，

合计约15000只。

由于原材料的上涨，今年各种

口味的月饼价格也都有所上浮。除

了传统的包装之外，今年东林食品

厂也推出了和普洱茶联名的中秋限

定国潮礼盒套装。

市民可以通过搜索“金山味道”

微店进行预购。

记者 朱林 朱磊
通讯员 李嘉俊

金山“早餐地图”上线

“老味道”亭林月饼热销

河中有岛，岛中有湖，这里是漕

泾郊野公园的核心区——水库村。

最宽处有 110 米的水库中心河，

2018 年荣膺上海市首批“最美河

道”。如今这个惊艳了无数人的中心

河，又有新玩法啦！皮划艇和桨板，

让你一次玩过瘾！

皮划艇
皮划艇与马术、高尔夫、击剑并

称为“四大贵族运动”，也被誉为最具

文艺气质的户外运动项目。它简单

易学，而且还能锻炼人的平衡性和协

调性。在水库村的中心河上，一边荡

漾河中央，一边沉浸在美景中，还可

以随时来一场皮划艇大赛，体验一番

“乘风破浪”！水上项目基地有单人

皮划艇和双人皮划艇，供广大游客选

择。那就迎着阳光，感受这皮划艇带

来的无限乐趣！

桨板
不管是划水漂流、还是冲浪驰

骋，一块板子和一只浆就搞定，而当

你掌握了基本的平衡后，整片中心河

都是你玩乐的地方。

站着划行，慢慢欣赏无敌河景；

坐着划行，与靠近的鱼儿戏水；半跪

着划行，一半平衡，一半核心力量，

速度与激情；趴着划行，全靠双手去

浪，人板一体；来一次桨板的葛优

躺，欣赏蓝天白云。“一支桨，一块

板”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你大可

来一探究竟！

在正式体验皮划艇和桨板之前，

基地内的教练会进行安全知识教

学，以及一些简单的技术动作。待

你学得差不多了，就穿着救生衣、划

着皮划艇或桨板在水面尽情驰骋！

除了刚上新的皮划艇和桨板运

动，水库村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游船“巡河”
若想尽情领略这些水景，以水库

村中心河为核心的巡河体验会是非

常不错的选择。

乘船遍赏湿地美景，还能依次看

到以“振兴”“初心”“幸福”“小康”命

名的码头。

赏花看书
9 月的藕遇公园，荷花虽已过盛

花期，但景色依旧美丽。赏花之后，

就去尚品书院坐一坐，点上一杯饮

品，翻阅几本好书，享受心灵的休

憩。

玩游戏住民宿
酷岛造梦营既有民宿，又有美学

艺术中心。在这里，喝喝咖啡赏赏

画、涂涂颜料品品茶、玩玩游戏聊聊

天。等到夜晚降临，在星空下饱餐一

顿，这不就是向往的生活吗？

品漕泾乌鳢
生态乌鳢，有漕泾最鲜的味道！

勤劳智慧的水库村村民，将乌鳢鱼做

成了各种各样的菜品，其中最受欢迎

的便是酸菜鱼。你可以去鱼䲆鱻农

家乐品尝一番！

约三五个朋友，来一次说走就走

的水库之旅！驾上一艘艇、踩上一块

板，在水上运动中感受水库之美，还

有其他很多好玩的等着你哟。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

节，传递着民族深厚的文化，寄寓着

人们美好的感情。中秋假日期间，

金山将在城市沙滩、非遗中心等地

举办游园会，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9月 19日至 21日，金山城市沙滩

将举办“海上升明月”中秋游园会。

在国风展示舞台，有专业的戏曲、民

乐表演，让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传

统文化表演；整个木栈道长廊上，布

置着红灯笼、小灯泡、兔子灯等，还有

古色古香的民俗集市，让人仿佛身处

汉唐集市。

在兔子灯长廊的尽头，有一盏大

型的明月灯，明月灯前会有身穿汉服

的舞蹈、古筝与琵琶演奏等表演，游

客可以尽情欣赏和打卡拍照。西区

露营基地内有着月亮灯，游客可以在

基地内燃放冷烟花，看着“火树银花”

的场景和“宇航员”一起探索月球的

秘密。现场还有放满荷灯的花车，供

游客们随意挑选购买，购买后将它放

置在海面上进行祈福。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旅游节花车

巡游车辆，将于中秋佳节期间在金山

城市沙滩惊艳亮相，将有 17 辆设计

独特，融入多种文化元素的巡游花车

在沙滩东区外大坝停靠展示。

9月21日13:00-20:00，位于吕巷

镇干溪街258号的金山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将举办“嗨·中秋”游园

会。整个游园会围绕“赏花灯、看展

览、读建筑、观演出、品美食、猜灯谜、

做手工”几大板块展开——观赏集剪

纸、建党百年主题为一体的花灯展；看

土布贴画展和 2021 年金山区非遗成

果展；由文物专家解读徐召来宅和干

式宅两栋建筑背后的故事；下午和晚

上各安排一场文艺演出，下午场以欢

快的综合文艺演出为主，晚场以高雅

的艺术演出为主；喝酒品茶吃月饼，还

有特色小吃粽子糖和白龙糕。

品尝到了正宗的中秋味道，再来

就是中秋必备游戏——猜灯谜，中国

传统字谜、节日文化灯谜、沪谚字谜

等百余条灯谜供游客来猜。此外，游

客还可现场体验非遗和传统游戏，如

彩灯、农民画、扎染、麦秆画、版画、投

壶等等。

记者 冯秋萍

中秋假日期间，金山多地将举办游园会

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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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叔叔“红小鬼”因为他小小年

纪就具有红小鬼的精神：心向革命，

有志气、有毅力，不怕困难，勇于前

进。祖父母生育三男两女五个孩子，

兄妹五人中就数叔叔个子最矮小。

叔叔 8 岁那年正值抗日战争时

期，祖父在西安有了稳定的工作，祖

母就带着叔叔从上海搬至西安生

活。那年河南发生灾荒，大批难民背

井离乡，四处乞讨，叔叔亲眼目睹了

灾民成批活活饿死的情景。途中，有

一次祖母排了很长的队，好不容易买

到了便宜的肉包子。哪知刚咬了一

口，同行的朋友就叫起来：“你们不要

吃了，这是人肉馒头。”一路心惊胆

战，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哪知这里的

世界也不太平。

到了西安住下，房东是个国民党

军官。在串门时，叔叔瞧见那个国民

党军官家里屯粮食、屯食品、屯布

匹。平时还使用各种伎俩欺压贫苦

邻居。有一次，叔叔出门去上学，街

坊邻居误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的孩

子，无辜被挨了一顿打。在西安读书

四年，面对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的现

状，叔叔十分痛恨国民党，小学毕业

的叔叔要回上海读中学了，临行前他

挺起胸脯向班里同学留言：“我们战

场上见！”

冒险加入地下组织
1947 年，叔叔以高分考入上海南

洋模范中学。读高一时，他与同班同

学章以樽一起聊天，发现两人爱好相

同，对时局的看法一致，都痛恨国民

党统治。当时学校附近的交通大学

校园里贴着许多大字报，报告解放战

争的形势。叔叔和章以樽每天放学

后偷偷去看……叔叔悄悄读了《共产

党宣言》，他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在章以樽

的介绍下，叔叔正式加入新民主主义

青年联盟（简称“新青联”），那年叔叔

16岁。地下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章

以樽成为叔叔的上级。为迎接上海

解放，新青联成立两个队，一个是上

海宣传队，一个是上海保卫队。叔叔

参加了宣传队，他以“数学尖子”担任

补课班教员的身份，利用组织中学部

同学补课的机会宣传解放战争的形

势，宣传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

政权。晚上，叔叔有时一个人，有时

叫上几名进步学生一起偷偷写标语，

告知上海市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

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的天

要“亮”了。

惊险摆脱“飞行堡垒”
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警察局长

毛森下死命令：要将中国共产党上海

地下党组织斩尽杀绝。警察局使用

新式警车“飞行堡垒”。一旦发现地

下党与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就迅速疯

狂镇压，格杀勿论。初春三月的一天

深夜 11点多，叔叔和几个进步学生张

贴完标语，各自分散返校。刚走到南

洋模范中学门口，只听见一阵怪叫声

响，叔叔看见一辆红色“飞行堡垒”车

停下，镇暴队几名队员气势汹汹跳下

车，拦住叔叔搜身检查，然后盘问：

“你叫什么名字？在外面干什么？怎

么这么晚回校？拿出学生证，接受检

查。”还好，藏在怀里的标语都贴完

了，没有落下什么把柄，警察只得放

人。那天，镇暴队得到情报，南洋模

范中学有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在活动，

于是，镇暴队立马出动“飞行堡垒”前

来抓捕进步学生……2019 年 5 月的

一天，和叔叔一起用餐，聊起这些事，

我问：“叔叔，面对敌人的捕杀行动你

害怕吗？”叔叔笑着说：“我偷偷去交

通大学看大字报，随后就有了反对国

民党政府的言行，我知道这肯定会有

风险，甚至会搭上性命，但当时我一

腔热血，一点都不害怕。那次搜捕是

很危险的，如果警察来得早一点，我

的命就没了，但那时我好像吃了豹子

胆，他们盘问我一点也不害怕。”说起

冒险上街张贴革命标语，叔叔讲了好

多怎样又快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诀窍。他幽默地说了句：“干这件事

很危险，但也很刺激。”

积极投身革命建设
一片锣鼓声中，全国人民喜气洋

洋迎解放。叔叔如愿考上了军政大

学。1950年10月，叔叔成为新中国第

一批光荣的空军战士，奔赴抗美援朝

战场，他说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空军从

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叔叔非常

热爱部队的工作。我清晰地记得，老

家的玻璃镜框里好几张叔叔穿着空

军制服特别神气的照片。对叔叔而

言，最伤心之事就是因“硬伤”，他无

奈地离开了心爱的部队。1954年，部

队实行“军衔制”。明文规定军队干

部体重未满 50 公斤，就得离开部队。

有战友私下传授：如果手握一个小铅

球，叔叔缺两斤体重的难题就攻克

了。思想斗争了许久，叔叔最后决

定：实事求是，不能作假。他挥泪离

开部队。阅读了一部描写苏联卫国

战争期间工业建设的小说《远离莫斯

科的地方》后，叔叔受到了启发和教

育，决定去从事“地球雕刻师”工作。

1974 年 1 月，在上海建工局任技术队

队长的叔叔只身来到了金山石化建

筑工地。他积极投身于上海石化的

建设事业。2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

金山石油化工工程公司科长、副处

长、处长、副经理。他为上海石化的

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建设工程作出

了贡献。退休后，他还继续参加金山

区的“关心下一代”组织，注重关爱青

年一代的爱国情感教育。30年的“老

金山”曾获得过诸多的荣誉和奖状。

叔叔有一个绝密隐私，一直到

2020年，他一人跟我促膝谈心时方吐

露出来。他说，想当年为了表现自己

对党忠贞不渝，对党组织将自己所知

道的一切家庭情况如实汇报。其中

有一件事关系到祖父的历史情况。

他说曾看见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祖

父穿着国民党上尉军服的照片。想

不到这下把事情搞大了。祖父被称

为“隐瞒历史的反动军官”马上隔离

审查。祖父讲这是抗战时期，自己在

南京银行工作时，借老邻居的军服拍

了张照片，自己并没有加入国民党军

队。为了找出人证物证，艰辛的调查

工作进行了好几年。祖父因此低着

头走下讲台，不再担任学校的职务

了。最后历史还给了祖父一个清白，

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叔叔自知是

自己误解了父亲，他说自己一生就这

点是愧对老父亲的，这是他心里多年

的一个梗，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54年党龄88岁高龄的叔叔依然精

神矍铄，逻辑思维严密。聊起自己的

经历，他坦言曾经历四次“性命攸

关”。7 个月早产出生，俗称“七死八

活”，但叔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6
岁时，侥幸逃脱了国民党“飞行堡垒”

镇暴队的追杀。20 岁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在给飞机给氧时因一氧化碳中

毒昏迷，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最

后抢救成功。40 多岁参加上海石化

工程建设时遭严重车祸，生命垂危，

最后被医生赞为“命大、福大”。

说叔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

点也没错。退休前，叔叔接到上级的

通知，“因为翁肇基的上海地下党组

织单线联系人章以樽早已去世了，没

人证明他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组

织。”叔叔坦然一笑说：“算了，比起牺

牲的战友，我够幸运了。”

上海石化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件

事，他们派专人调查，后来在查阅档

案材料中发现了有用的证明材料。

更想不到找到了章以樽的妹妹，她也

替哥哥证明了这件事。退休时，组织

上落实了叔叔享受局级离休干部的

待遇。叔叔很激动，他说：“组织上对

我太负责了。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

我十分知足并感恩！”

我的叔叔翁肇基。

“红小鬼”叔叔 □翁杨

本期作品由
上海市金山区
作家协会提供

五月，春末夏初，风和气清。一

望无际的田野上，绿莹莹的麦苗正茁

壮成长。田间路边，数不清的鲜花绚

烂绽放。清幽的河水细波悠悠，潺潺

流淌。它是在轻声呜咽，还是在悄悄

诉说？

追寻烈士的足迹，我踏上了建谔

路，走进了长春村，来到了李一谔烈

士陵园。此时的心情有悲痛和愤怒，

更有无尽的思念和敬仰。“五月的鲜

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

血。”歌声仿佛从远方传来，越来越嘹

亮，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近百年前浦

南大地上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年代，

眼前好像又浮现了李一谔烈士璀璨

如夏花般短暂的一生。

“有的只是热的血”
1898年，李一谔出生在金山卫镇

长春村一户地主家庭。家有田产数百

亩，藏书颇多，父亲是前清秀才，他幼承

家教，7岁进学堂读书，学习成绩优异。

13 岁那年，少年李一谔走出金

山，来到上海读中学。此时国内正值

多事之秋，局势动荡、社会黑暗，百姓

民不聊生。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

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

等条约。消息传出，全国震怒，上海

青年学生集会声讨卖国贼，17岁的李

一谔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开始萌发

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

中学毕业后，19岁的李一谔考取

了上海文治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在

校期间，他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阅读了

进步刊物《新青年》等杂志。1919年，

北京爆发“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

学联响应北京学生实行总同盟罢课的

号召。李一谔积极参加罢课斗争和宣

传活动，成为文治大学里的革命积极

分子。随后，上海的反抗声势日渐浩

大，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

市的局面，在如火如荼的“三罢”斗争

中，李一谔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现交

通大学）大学生侯绍裘，两人成为志同

道合的挚友，也是在侯绍裘的带领影

响下，李一谔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李一谔大学毕业回到家

乡。家境殷实的他，本可以成为一名

衣食无忧的富家公子，但在这样内乱

不断的黑暗腐败年代里，帝国主义在

头上作威作福，国家倾危不安，百姓

痛苦煎熬，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的

他，怎能无视这一切，安然做一名富

有的田舍翁？社会局势如此混乱不

堪，国家出路在什么地方？百姓如何

脱离苦难？瞻然四顾，他神情迷茫，

他想像一匹马一样驰骋，寻找一条正

确的救国救民之路。

最终，他没有离开深爱的家乡。

这年秋冬之际，李一谔变卖家中部分

田产，开始筹款办学，希望通过个人

努力和举办教育改变一些现状，唤醒

迷茫、贫弱、无助的广大民众。他创

办了云溪小学（即甪里小学），帮助贫

苦农民子弟接受教育。其间，他创办

进步刊物《社会钟》，撰文揭露和抨击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对封建主义，

宣扬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

1925 年 5 月，震惊中外的“五卅”

惨案发生，血染南京路。惨案的消息

迅速传遍全国，无论繁华都市，还是

穷乡僻壤，到处都燃起了熊熊的反帝

烈火，千百万人民群众投身于各种形

式的爱国运动中。李一谔随即响应，

在张堰积极发动当地群众，组织召开

“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宣传革命思

想，提高民众觉悟。

“五卅”运动的洗礼，让李一谔的

革命思想进一步升华，他对社会革命

有了切身体会，并明确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看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这年夏天，27岁的李一谔经共产党人

侯绍裘和姜长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是金山县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

这一年对青年李一谔来说，是个

分水岭。“外来的强者握有冷的铁，而

我们有的只是热的血，然而只要我们

的血是热的，将来终会占有冷的铁。”

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生的书生，抛弃

了锦衣玉食，走出了深墙高院的大

门，满腔热血，投身荆棘遍布的革命

的熊熊烈火之中，成为点燃金山革命

火种的第一人，从此不再回头。

(未完待续)

火尽薪传意未休（一）
——拜谒李一谔烈士陵园 □王伟英

在走马楼

每每听到新蝉嘶鸣

我总会不由自主想起

那年冬天发生的事

在相隔不远的新街

一群衣不遮体的农夫

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

把十二支汉阳造紧紧握

锈迹斑驳的镰刀霍霍磨

他们要把劣绅和土豪

当作扎手的茅草拦腰割

那一夜

从走马楼

甪里、甸山、大石头

马棚和官桥

两百余黑影

向着新街集结

那夜的伍坟庙格外安静

几声猫头鹰的悲呜

让人心里直发毛

出征的农夫

臂缠着白布条

红旗为先导

他们点火为号势如破竹

烧了劣绅的豪宅

毙了罪恶的土豪

新街的暴动

吹响了黄浦江南岸

革命的号角

一个伟人说

有革命就会有牺牲

暴动胜利才半月

革命志士李一谔

因贼人出卖

英勇赴死血洒浦西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九十多年过去

在“七一”的前一天

我在走马楼里

听到新蝉不疲的鸣叫

突然觉得这哪是蝉鸣

分明是

地底下英烈的回音

“值了……值了……”

地底下的回音
——献给新街暴动的烈士

□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