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高凌）10 月 8 日，

区委副书记信亚东一行调研张

堰工业园区，镇党委书记施文

权、区委办副主任朱新阳、副镇

长人选李志先陪同。

信亚东一行来到上海华钢

不锈钢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了

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了企

业生产工艺、项目进展、市场销

售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

谈交流。他表示，企业要坚定

发展信心，主动作为，利用好各

种资源和政策，加大研发投入

力度，推动转型升级；政府部门

要主动了解企业需求，积极帮

助企业排忧解难，助推地区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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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副书记信亚东
一行调研张堰工业
园区

尼为智能科技项目开工

区城运中心领导来
镇指导工作

本报讯（朱思奕）9 月 29 日

上午，区城运中心主任王浩峰

来张堰镇指导工作。镇领导施

文权、李芳、夏伟君、徐进等陪

同。

王浩峰充分肯定了张堰镇

城运平台建设工作，并要求进

一步加强与区级系统对接，保

证数据实时更新；增加视频监

控等内容，完善平台应用功能。

施文权表示，镇城运中心今

后需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真正实现“一屏观天

下、一网管全城”的目标定位。

活动中，施文权、李芳、王

浩峰、夏伟君共同为镇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新址进行揭牌。

擦亮古镇红底色 解锁党史学习新路径

9月30日，我镇举办2021农民丰收节暨“闻万泰”非遗文化展示馆开馆仪式活动。镇党委副书记
沈永华、副镇长人选谢宏杰等出席。活动中，沈永华和“闻万泰”酱菜技艺传承人朱建平共同为非遗
文化展示馆揭牌。 高蓓婷/文 缪尹/图

我镇召开农村人居
环境优化工程实施
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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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堰镇党委牢牢把握党史
学习教育“学党史 悟思想”的
精神内涵，立足“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进一步深耕群文
活动，不断创新接地气、聚人气
的活动形式，以红色文化教育
群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基层、浸润民心。

“入戏感”展览，让党史学
习教育“深一层”

依托张堰作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独有的古建筑和文脉资
源，张堰镇致力于做好古镇保
护开发这篇大文章，以“文化+”
战略激发古镇发展新动能，陆
续打造了白蕉艺术馆、大隐书
局、闻万泰酱菜园等一批兼具
传统人文情怀与江南地域特色
的文化体验场所。在今年党史
学习教育中，张堰镇进一步充
实古镇文化“矩阵”，全新打造

金山区首个镇级地方志博物馆
——张堰历史人文风情馆。展
馆内部通过运用大量实物、照
片、影像资料等，客观、形象、生
动地再现张堰地区的历史风貌
变迁，集中展示了张堰古镇深
厚历史人文底蕴和地方人文风
情民俗。历史人文风情馆的开
馆，是党史学习教育和群众性
文化活动深度融合的成功尝
试，也为张堰居民提供了一个
学习党史、了解张堰、涵养情怀
的好去处。

“共情式”合唱，让党史学
习教育“响一圈”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在张堰历史风貌保护
区内，昆曲、快板书、独角戏、沪
剧等各类红色曲艺节目你方唱
罢我登场，共同汇成一场古镇
文化盛宴，南腔北调共唱“山

歌”给党听。百年建筑走马楼
上演沪剧《芦荡火种》片段，留
溪第一楼演绎评弹《我的名字
叫解放军》……一段段红色曲
调，诉说着爱国爱党的一腔热
忱之心，引发党员群众的由衷
共鸣，也激活了群众探寻历史
文脉的浓厚兴趣，真正“活化”
党史学习教育。此外，通过启
动“纪念建党百年 走进红色历
史 张堰镇红色点位大巡访”活
动，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画作品展”方式，张
堰镇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营造
了浓厚的共庆建党百年社区文
化氛围。

“沉浸式”体验，让党史学
习教育“热一度”

张堰镇不仅照顾到中老年
居民的文化“口味”，更是将青

少年的红色文化教育摆在“手
心”。原创设计时下最流行的
剧本杀游戏《浦南风云》，以抗
战时期在浦南地区发生的一段
荡气回肠的故事为蓝本，以南
社纪念馆为实景，进行沉浸式
红色剧本杀体验。参与青年通
过换装、表演、解读、推理的形
式，重温共产党员艰苦卓绝、顽
强抗争的革命精神，唤醒红色
记忆。穿越百年，再现风华，红
色剧本杀以新潮方式“花样”学
党史，拉近广大青年与百年历
史的距离，让党史学习教育“走
新”更“走心”。

张堰镇将以让文脉流芳的
匠心，擦亮“红”底色，打好“文
化牌”，持续推动镇区的“微改
造”和“精提升”，秀出“江南水
乡名镇、文教魅力小城”“文艺
范”。 陈紫婷

9 月 29 日，尼为智能科技项
目开工典礼暨奠基仪式在张堰
工业园区隆重举行。镇党委书
记施文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芳，副镇长人选李志先，张堰
工业园区总经理胡建斌，上海尼
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万宝等出席开工仪式。

施文权在致辞中表示，近年
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张堰镇紧紧抓住招商引资不
放松，不断优化全镇营商环境，
有效解决一批企业运行和招商
引资难点、堵点问题，企业满意
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今天开
工的尼为智能科技项目，对于推

动张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我们将竭尽全力，为项
目建设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服
务，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
努力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

活动中，施文权宣布尼为智
能项目正式开工，并与李芳、李
志先、胡建斌、张万宝等共同为
项目奠基培土。

近年来，张堰镇紧紧抓住招
商引资不放松，树牢“母亲式”服
务为品牌，深入推进“一网通
办”，以“全程代办”助力项目落
地，自立新材料成为全市首个

“拿地即开工”项目。张堰工业

园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投
入 2000 余万元对基础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持续为企业提供更加
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加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今天开工的尼为
智能生产建设项目，作为金山区
第三季集中开工的重大产业项
目之一，在办理各项手续的过程
中得到了来自区政府各职能部
门、张堰工业园区的全力协助。
从 9 月 10 日下午 2 点土地摘牌，
到 9 月 18 日正式拿到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往需要
两个月完成的流程，尼为智能生
产建设项目前后只花了一周的

时间。这充分体现了“拿地即开
工”的“金山速度、张堰速度”。

上海尼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中国罐头装备行业领军企业
之一，已在罐藏行业深耕十余
年，专注于自动化罐头、灌装、包
装生产线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尼为成功地为众多国内外企业
提供了罐头、灌装、包装生产线
解决方案，包括林家铺子、上海
梅林、中粮、江苏裕灌、蜜雪冰城
等。据悉，尼为智能科技项目总
投资金额达 8000万元，项目建成
达产后，每年预计可实现产值约
1.3亿元、税收近千万元。 杨丽

本报讯（邱丽君）9月 28日，
我镇召开 2021 年农村人居环境
优化工程实施工作推进会，镇领
导李芳、谢宏杰、徐进出席会议。

李芳提出工作要求：一要抓
住重点、破解难点，坚持不懈抓
好人居环境优化工作；二要做好
统筹调度、压紧压实责任，坚持
不懈抓好创城复审工作；三要强
化攻坚突破、注重常态长效，坚
持不懈抓好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副镇长人选谢宏杰作工作
部署。副镇长人选徐进通报相
关工作。

我镇召开党政联席
（扩大）会

本报讯 （杨丽）10 月 8 日，

我镇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

镇党委书记施文权就接下

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握关键

环节，把今后五年全镇经济社会

发展的蓝图变成现实；二要积极

主动作为，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

务；三要加强党的领导，凝聚发

展强大合力。施文权还就当前

全国文明城区迎复审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

会上，镇领导班子成员通报

10 月重点工作计划。镇党委副

书记沈永华传达保密工作相关

文件精神。镇党政办负责人通

报 1-9 月重点工作（项目）督查情

况。镇规建办、工业园区等作交

流发言。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恰
好是 8 月 13 号。 14 年前的这
一天，一只蝶儿飞走了，但是
却留下了花田半亩。

《花田半亩》是我在初三购
买的书籍，却在高二下学期上
学时翻开，到了如今才断断续
续读完的。

可是我却暗自庆幸，在稍
长一些的年纪里看这篇文章，
才更容易被其中的温度与情
感所触动，并有所思考。

那个叫田维的姑娘，是个
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旧乐观
的少女。在她短暂的生命里，
她用她细腻、温柔的文字，创
造了半亩最美的花田，完成了
属于她的生命绝唱，同时也给
予花田看客的我们一份勇气
与安宁。

“让句句朱玉在唇齿间滑
过，让绵长延续的只属于月的
所有思绪与怀想，都在这一个
朗朗的夜晚注满心灵的小小
池塘。”

“少女情怀总是诗。”田维
所创作的散文与小说，多是对
于日常生活中物、事、人的描
写与感触。没有热烈激昂的
情绪，有的只是安静而清澈。
田维那独属于病中少女细腻、
敏锐的情感跃然纸上。阅读
的过程中，少女时期的莫名躁
动与懵懂情绪得到了安抚。

点点柔软的伤感自始至终
萦绕在文字中，贯彻全篇，却
绝不是消极的。

她带给我们的那份勇气是
对于生活，亦是对于生命。书
中开篇就有那么一句话：“是
谁说过，生命是一片纯白的空
地，孤独的人们反复徘徊。在
这一片纯白之上，我哭了又笑
了，一点点明白人世所谓的道
理。”在命运的严冬里，大雪纷
纷扬扬地落在了田维的肩头，
将她压得实实，可她却仍然一
步一步淡定从容地向前迈着
步。书中所记录下来的文字
是对于生命的感悟，也让独自
一人在这个世界里有了走下
去的勇气。

喜 欢 田 维 ，喜 欢《花 田 半
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田
维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个心绪
繁多、“触角”敏感、经常莫名

“伤春悲秋”的少女；可能是因
为，即使会抑郁、伤感，却最终
还是能在她身上感受到坚定
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她能够
将 死 亡 、病 痛 这 些 伤 感 的 词
语，以平淡、美好的语言娓娓
道来；可能是因为，她无形之
中安抚了我内心对于生命、生
活的迷茫。“因为有爱，我们不
该恐惧……”

我十分想成为田维这样的
女孩。她富有才气，对文学有
着纯粹的追求。她温柔且勇
敢，那份温柔不仅是对于自己
的生命，对于一切的挫折，更
是对于我们这些读者——

她化身于美好，让我们相
信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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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隍庙的海棠糕
□赵同泰

□黄建平

今年四月，坐落在张堰大
街 300 号的大隐书局终于开张
了。一进门正对面是一个茶
座 ，咖 啡 、奶 茶 、果 汁 现 做 现
卖。茶座两边的书架上摆放
着各种类型的书籍，东面的墙
壁上贴满了反映张堰地方风
貌的老照片。再往里走的一
间屋子里，整整齐齐的书柜上
摆满了各类书籍。书局的二
楼 是 专 门 供 阅 读 、交 流 的 雅
地，古朴的垫坐垫，温柔的灯
光，张贴的名人字画……浓厚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纵观
整个书局，雕花式的门窗，挂
满灯笼的走廊，石板制成的天
井，一池独自美丽的睡莲……
老建筑重获“新生”后，却不忘
将古镇的古朴雅致存留下来，
自此成为古镇一道不容错过
的风景。

回首过往，这里曾经是张堰
中学的男生宿舍。1958 年我随
父母来到张堰时，曾在这里短
暂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我们
搬到张堰中学总务处隔壁的房
子，但关于这栋房子的点点滴
滴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栋房子是连体两幢两层
楼房组成，呈 C 字形结构。每
一层三间，上下共十二间，西面
中间是一扇石库门，中间有一
个二十多平方米左右的天井，
均由石板铺成。东面则有两只

扶梯，分别从两边上楼。房子
两层楼都有走廊前后相连通，
楼下走廊南北两面有五六十公
分高的矮砖墙与天井相隔，上
面铺有木板。楼上走廊由木制
的栏杆围起来。房子用料考
究，楼上楼下走廊均由弧形的
木块组成，并刻有图案花纹。
当时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庙宇里
的房子。后来我走访了曾住在
东面的一位百岁老人，他告诉
我，这里原来是张堰名门望族
钱氏家族的住宅房，主人就是
当年张堰第一任商会会长钱伯
勋。

钱伯勋家族系江南第一家
钱 氏 、金 山 钱 圩 家 族 中 的 一
支。他的先辈曾经去平湖发
展，而钱伯勋在泖港做过一段
时间税收官后，回到张堰经营
同泰仁绸布店。1912 年，他被
大家推荐为首位张堰商会会
长。他以储蓄会名义负责招股
集资，与姚石子等人创办制伞
厂，置业沪张轮船局，为张堰的
经济繁荣作了不少贡献。其儿
子钱云甲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海
关工作。七七事变中，钱云甲
夫人在战火中去世。他带着两
个孩子回到张堰。后来他做过
一段时间海关缉私工作，但在
解放后失去了工作，靠打零工
以及出租房屋为生。

这里的十二间房子解放前

也曾经租借给姚后超、张伯侃
开办尚公私立初级学校，后又
改名为张堰市立尚公初高等学
校。之后，这栋临街的房屋租
借给他人开过裁缝店、铜匠店
等。另外，钱氏家族在这栋楼
的后面还有几幢小楼和平房，
共计有三十一间之多。

解放初期，李新民负责张堰
浦南中学的办学工作。原有的
校舍明显不够。经镇领导同意
后，李新民及街道干部干治文，
向钱家租借了这里的房子，用
作学校学生及教师宿舍等。后
来新的房改政策出台以后，这
些房产归张堰中学所有。

2016 年 9 月的一天，我接到
当时张堰古镇办主任的电话，
他问我镇上是否还有保护价值
的老房子，我当即就领着他们
来到了这里。房屋由于时代久
远，常年失修，导致砖瓦破碎，
楼板疏损，不堪重负，楼上基本
上住不了人。一同到来的镇相
关领导和城建人员仔细查看、
拍照，后来与张堰中学达成了
协议，这栋楼整体纳入了政府
旧 危 房 改 造 项 目 …… 不 久 之
后，这里便得到了修缮改造。
一年后，一幢白墙黛瓦、古色古
韵的建筑在张堰东大街上重现
当年的风采——后来这里也就
成了“大隐书局”。

岁
月
悠
悠

大隐书局背后的故事

每次到老城隍庙，我总是想
去看望一位老同事、老朋友。
他是我五十年前在张堰工作时
认识的。他是张堰本地人，家
住镇上小石桥东
河沿、哑子桥的
对面。很可惜，
现在那条市河、
那两座古桥都消
失了。那时，他
在镇上的一家食
品店上班。业余
时间，他和我一
样喜欢看书。我
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偶然的一
个机会，他从张堰来到上海老
城隍庙。在豫园商城的西侧，
他租下了一个窄窄的门面做
起了海棠糕。他说，当时在老
城隍庙的点心小吃中，没有海
棠糕，他想把张堰的海棠糕推
广到上海市区。由于豫园商
城的门面租金非常高，而海棠
糕的制作工序比较繁琐，人工
操作一次只能制作七只，所以
导 致 以 此 为 业 的 人 越 来 越
少。后来他与这里的管理部
门负责人推心置腹了交谈了

一下，之后他便以低于原租金
三分之一左右的金额，承包了
海棠糕的业务。

据说海棠糕制作源于清代，
因糕形犹如海
棠花而得名，之
后逐渐成为苏
州、无锡的风味
小吃。海棠糕
的制作工艺极
具观赏性。先
在加热后的海
棠糕模具里刷
上 少 许 食 用

油。冒出青烟后，马上连续在
七个模型具注入发酵了的面
糊。随后，在面糊上放入豆沙
馅，挑起面糊将其覆盖。再在
面糊上放置糖猪油丁（现在改
用糖冬瓜）和红、绿蜜饯丝、瓜
子仁和芝麻等。之后把白糖撒
在备用的圆形铁板盖上，把铁
板盖与海棠糕模具合一翻转，
铁板盖向下放在煤炉上烤熟。
刚出炉的海棠糕表面红悠悠、
香喷喷，犹如一朵朵绽放的海
棠花。

多年以来,老同事在老城隍
庙海棠糕的生意越做越好。

学生习作 花田半亩
□杨立菁

寒露 丰功伟绩 恩泽万代

邀 月

瑶阙缥缈半月钩，
华灯璀璨映江流。
何当共读苍生句，
烟火人间胜玉楼。

原创诗歌

晚 晴
——题《张堰轶事》

古稀桑梓勤耘耕，
索隐钩沉彰令名。
薄暮挥毫疾舞墨，
余晖尽暖故乡情。

诗 二 首 □王浩权

蔡仁根作吴国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