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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熙熙攘攘

的上海火车站，近日迎来一批特殊的旅

客——来自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的首

批 15 名先髋患儿和他们的家长。在松

江援藏干部和松江组团式援藏医疗队

的组织协调下，这些患儿依托“格桑花

之爱”髋关节发育不良医疗救治项目，

将在上海儿童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当天下午 2 时许，经过短暂的休

息，孩子们在医生的指引下开始接受各

项检查。第一批 15 名患儿中，年龄最

大的 12 岁，最小的 2 岁，他们将根据手

术开展情况在上海停留约 20 天。“虽然

路途比较远，但是孩子们的状态都不

错，上海的医生也很快就安排了孩子们

就诊。”来自定日县人民医院的带队医

生片多说。

据了解，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是

一种骨科疾病，这类患儿在婴儿期主要

表现为臀围不对称，年龄增长后表现为

走路跛行，严重影响后期身体发育。“格

桑花之爱”髋关节发育不良医疗救治项

目由上海援藏干部于2014年发起，旨在

通过深入的义诊筛查了解西藏高海拔

农牧区儿童的发病情况，并将大龄患儿

转至上海进行爱心手术。松江援藏干

部徐先锋介绍，项目开展以来，已有 147
名患儿接受了手术治疗，今年计划安排

近60名先髋患儿到上海接受治疗。

本报讯（记者 高雨 摄报） 油菜

花开春意闹，满目金黄惹人醉。3 月

11日，一场“相约春天，绽放亲情”主题

亲子寻宝、田间采摘活动在小昆山镇

万亩良田举行，共40组家庭参加。

“小朋友们，看看你们手中的油菜

花结构示意图，再看看田里的油菜花，

是不是有四片花瓣整齐地围绕着花

蕊？”听着讲解员的介绍，小朋友们纷

纷扎进油菜花田里，观察油菜花长什

么样，并且仔细寻找藏在其中的小卡

片，忙得不亦乐乎。“我找到啦！”经过

一番搜寻，找到卡片的小朋友兑换了

奖品。在采摘环节，小朋友们也兴奋

不已，在家长的陪同和帮助下装满了

一袋又一袋蔬菜（见上组图）。

“希望通过田间寻宝，让小朋友

和家长充分沉浸到自然环境中，增进

亲子关系。”小昆山旅游发展公司党

支部副书记、经理夏文斌说，采摘环

节在寓教于乐中让小朋友们明白劳

动带来的收获与快乐，感受劳动的艰

辛和不易，帮助小朋友们培养勤俭节

约的品质。

本报讯（记者 王梅） 3月 11日、12日，松江区

第二届学生智力运动会决赛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附属松江泗泾实验学校举行。据悉，本届智力运动

会共吸引全区 1448名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参与围

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三大项目的角逐，参赛人数

较第一届增加了近60%。

来自华实初中的谭焯月和吴玉婷是第二次参

加区级智力运动会，分别拿下了国际跳棋中学女子

组第一、第二名的好成绩。“2021年第一届时，我们

也是一同过来参加比赛的，今年也一样，没想到连

比赛成绩都和上一届一样。”吴玉婷坦言，因为太久

没有对弈，决赛当天比较紧张，能稳住第二名的成

绩十分欣慰。

与棋场“老手”不同，三湘四季幼儿园大（5）班

学生史萱怡第一次接触大规模赛事，但略显懵懂的

她一点也不紧张，并取得了幼儿女子组第一名的好

成绩。登上领奖台，小姑娘开心地说：“我喜欢下围

棋，因为下围棋是我从小的梦想。”

据悉，本届智力运动会设置围棋、国际象棋、国

际跳棋三大竞技项目，各个项目设置幼儿组、小学

组、初中组及高中组，各组别又分设了男子组及女

子组比赛。上海市棋牌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

裴晓菲介绍，不管是围棋、国际象棋还是国际跳棋，

轮番作战对小棋手的脑力和体力都是考验，参赛不

仅是为了得出一个结果，参赛过程也能磨炼小棋手

的意志力。以围棋小学男子乙组为例，参赛人数多

达490人，冠亚军需要对弈12场才能决出。

近年来，得益于松江区教育局、上海棋院主导

的“智力运动进校园”公益项目和专业化指导，松江

区共有34所中小学、幼儿园纳入智力运动联盟，围

棋等智力运动教学不足的情况得以改善。与此同

时，区域层面、不同等级的智力运动平台赛事体系

也不断构建完善，青少年围棋运动技能等级测试不

断深化开展。“通过举办各类智力运动赛事，一方面

能够发掘智力运动苗子，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校园智

力运动特色形成，让学生尽享智力运动的乐趣，帮

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松江区教育局体育艺

术科技科科长鲁勤表示，后续还将进一步完善区级

学生智力运动赛事体系和青少年围棋运动技能等

级评价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智力运动赛事

的广度与深度。

□记者 李梦颀

交通是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小

昆山镇由原小昆山镇和大港镇撤制合并

而成，原大港镇片区发展相对滞后，居民

对于提升该片区交通等城市功能的诉求

迫切。小昆山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

作站发挥政协人才荟萃的优势，立足本

职岗位，依靠专业特长，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以提升大港片区交通能力为切口，

对大港片区未来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

议，推进小昆山镇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大港片区位于G60、G1503
两条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南侧，又毗邻国

家级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昆山分区，

但与突出的区位优势形成对比的，却是

目前相对滞后的发展，“一镇两貌”现象

日益凸显。去年，小昆山镇政协委员工

作站成立课题调研组，围绕“推进小昆山

镇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升大港片区城

市功能”开展专题调研。在实地走访、听

取意见过程中，委员们发现大港片区存

在部分生活配套公共服务尚在建设期，

现有公交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常出行便

利性需求，现有道路早晚高峰车流量承

载力有限 3 个主要问题。为此，小昆山

镇政协委员工作站提出《关于提升小昆

山镇大港片区交通能力的建议》，以加快

大港片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改善区域交通环境，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小昆山镇政协委员

工作站委员建议，加快推进乐都路西延

伸段建设项目，打通松江城区与小昆山

镇工业区的直接通道，提升城乡间互通

效率，缓解思贤路、松蒸公路、周边高速

公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建议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将乐都路西延伸至昆港公

路工程项目列入区“十四五”规划项目

库，由区交通委牵头实施，区发改委、区

规资局、区财政局给予用地指标和财政

资金支持。

另外，工作站委员们着眼于在精细

管理上进一步下功夫，切实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我们发现，在大港片区生活的

老年人较多，日常慢性病随访及配药需

求较为频繁，乘坐公共交通是他们出行

的主要方式。”记者了解到，原先的松江

83 路公交线不能直达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居民必须通过换乘松江81路才能

到达。为此，委员们建议，进一步优化小

昆山镇域内公交配置，在大港片区设置

直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交线路。

“16 路已经获市里审批，它现在可以直

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居民出行更

方便了。”小昆山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

办公室副主任汤月告诉记者。值得一提

的是，为进一步满足居民医疗需求，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在大港卫生室开设了

中医门诊。“我们会不定期安排专家坐

诊。”大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邢俊俊说。

本报讯（记者 李爽） 招聘岗位面

向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的所有

退役军人求职者开放 30 天，助力退役

军人灵活选岗、充分就业。由松江区

联合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

城、芜湖、合肥共同举办的“智汇 9 城

戎耀 G60”首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月活动将于本月底

启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采取线下与线

上相结合的形式，主要服务九城市退役

军人及高校应届毕业的退役大学生。

在上海市松江区主场线下招聘活动现

场，将有来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 50
家知名企业招贤纳士，同时还将有10家

企业代表同步线上直播带岗；而在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八城市专场线上招聘活

动中，每个城市将优选10家本地知名企

业以直播带岗或走播探企形式进行线

上招聘。

活动期间，平台将免费为九城市征

集的所有招聘企业发布招聘岗位信息，

30天招聘不间断，招聘企业和岗位数量

不限。同时，平台还会免费为所有应聘

退役军人提供简历优化、职业测评和线

上专家就业指导服务，服务人数不限。

□记者 马佳婕

在换电服务网络初步建成的

基础上，探索建立“骑手之家”，为

骑手们温馨“续航”；发布铁塔视

联网衍生产品，助力“智慧城市”

建设。近年来，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区分公司全面

推进“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

一翼保障民生换电安全，另一

翼辅助城市智慧化管理，为城市

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为骑手建设“充电站”
松江铁塔公司在云间购物

中心打造的“骑手之家”可为外

卖员、快递员等提供换电、租车、

修车、休息等一站式服务，一亮

相就赢得了骑手们的点赞。“我

们经常来这里更换电池，非常方

便，还可以在这里休息，很温

暖。”一名骑手小哥说。

“骑手之家”是铁塔公司积

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加快以

换电柜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全新尝试。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目前，松江

铁塔换电服务网络已初步建成，

全区布局 174台换电柜，用户数

突破 1600 名。在此基础上建设

的“骑手之家”，则可为骑手们提

供更加快捷、安全、温馨的服务。

“我们的换电柜主要集中在

外卖量、人流量较为集中的九

亭、方松、广富林等区域。其中，九亭金地广场、松

江大学城、松江万达广场、东鼎购物中心、开元地中

海商圈、云间购物中心等点位的换电柜数量已超过

80台，单柜日均换电次数超过 40次。”松江区分公

司副总经理冯城表示。今年，松江铁塔将进一步扩

大换电网络覆盖，计划新建 138台换电柜，同时加

快推进“骑手之家”建设，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

为城市装上“千里眼”
“叶新公路北侧有浓烟出现。”1月 10日上午，

一条烟火警报在新浜镇城运中心响起。新浜镇城

运中心立即核实，并派遣应急中心和属地村委会相

关人员赶赴现场处置，短短30分钟就将火扑灭，把

危害降到最小。

这样快速、及时的处置得益于搭载在铁塔站址

“松泽胜”上的视联网衍生产品，可快速探测出火

情，并通过 PC 端和移动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人

员，为城市治理装上了“千里眼”和“智慧脑”。

铁塔公司 2021 年发布的这款视联网衍生产

品，目前已在松江全区32个点位安装，广泛服务于

生态环境、森林草原、水利、政法等多个领域，助力

“智慧城市”建设。此外，铁塔视联还助力“松江融

媒慢直播”，提供高点资源，补充慢直播点位，将松

江的自然、人文风景更加全面地呈现给观众。

油菜花田乐寻宝 蔬菜地里忙采摘
40组家庭参加万亩良田亲子活动

小昆山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建议，提升大港片区交通能力——

推进小昆山镇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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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第二届学生
智力运动会收官

共吸引全区1448名学生参赛

30天招聘不间断
线上线下岗位多

首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月将于月底启动

让藏区先髋患儿告别跛行

今年首批患儿
抵沪接受免费手术

□记者 陈菲茜

泗泾古镇“开街”在即，曾经的老街

坊们满是期待。自 2017 年响应动迁离

开下塘风貌区以来，这条老街一点一滴

的变化都牵动着他们的心。被问及是否

会去看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会

经常去老街走走、看看。”

他们口中的“老街”，是泗泾古镇开江

路，其东至张泾桥、西至西大桥（福安桥）。

对于生活在老街的时光，他们记忆犹新。

热闹——他们共同的回忆
“老街可热闹了！”马秀芳出生于

1944年，曾住在东市北弄100号，在她的

记忆中，老街上有一家“同豐酱园”，生活

所需的柴米油盐及日常杂货都能在那里

买到。“拿一个小瓶可以去‘拷’酱油，两

角一瓶；盐是称的，一角五分一斤；买腐

乳需要拿一个小碟子去。这家店进深很

深，街面店铺对外营业，里面一间房放了

很多大的酱缸。”马秀芳说，“相较周边的

农田，老街显得特别繁华。”

出门即是街，老街的繁华烙在每个

老住户的脑海里。20世纪50年代，老街

上有一个老虎灶，排队“泡”（盛）水成了

每家每户的每日必须。“家里的煤球炉舍

不得用，就拿着热水瓶去街上排队‘泡’

水。”67 岁的程如良回忆道。程如良曾

住在形似四合院的孙士林宅里，一个宅

子住了近十户人家。一到放学，他和小

伙伴们就在弄堂里打弹珠、滚铁圈、扔石

子，而最令程如良怀念的，是老街的美

食，“小笼、油煎饼、篦箕糕、阳春面……”

他微笑着回忆道。

临河——儿时独有的记忆
相较于热闹的街市，沿河相对隐蔽的

过街楼廊道则相对安静。临河一侧，每家

每户用挑梁架在河边立柱上，形成一间一

间的廊棚。这些廊棚连起来，既能遮阳亦

能避雨，在廊下行走，即便是下雨天不撑

伞，也不会淋湿。从河边吹来的风凉爽清

新，是夏日里最美的光景，大人们在廊下

乘风凉，孩子们则在弄堂里嬉戏。

“很多人在泗泾塘里学会了游泳，但

我不会，我溺水过，差点淹死！”说起往

事，程如良开怀大笑起来，盛夏里的老

街，孩子们常在水埠上玩水、踩水，胆子

大的还下水游起泳来。“当时我上小学，

我哥哥看到别人在岸边踩水，以为河水

不深，就背着我，想走到对面去。哪里想

到，还没走多远，就站不稳了，我直接从

他背上掉了下来。”程如良说，好在当时

河岸旁有一家搬运站，里面的老师傅正

在岸边卸货，见此情形，一名师傅立马跳

入河中，先把哥哥从河里救了起来，直到

有人喊“还有一个在水里呢”，他才被发

现，而后被救起。从那以后，程如良再也

不敢玩水，至今未学会游泳。

自豪——他们同样的情怀
儿时的经历成为一生的烙印，即使已

是垂暮之年，也记忆犹新。为讲好泗泾古

镇的故事，程如良罗列了一些文字，80岁

的马秀芳还特意从居委会拿来一本有关

古镇历史的小册子。“我提前看了下，生怕

给你讲错。”马秀芳对记者说，看着参观泗

泾古镇的人越来越多，她感到无比自豪，

“以前总是听别人说去七宝老街、朱家角、

练塘古镇玩，却不说来泗泾古镇玩一玩。

现在古镇弄得很漂亮，作为土生土长的泗

泾人，我觉得很光荣，古镇就是我们的家

乡，总想它能越来越好”。

年近八旬的李德复同样对古镇的故

事烂熟于心。古时候，人们出行以水路

交通为主，古镇内水系发达，临河老街设

有码头，因此成了商贸往来的必经之地，

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期，泗泾古镇曾盛

极一时。“郡东十八镇，泗泾第一镇”“三

泾不如一角，三亭不及一泾”，每每聊起，

李德复的嘴边总离不开这两句话，自豪

之情溢于言表。退休后，他参与编写《人

文泗泾丛书》，整理记录泗泾古镇的民俗

风情、民间故事、名人乡贤。“我这一代人

还知道一些泗泾古镇的事，年纪轻的大

多数都不知道了，我要把这些故事‘一网

打尽’，留给后人。”李德复说。

忆老街尽是美好 盼新貌满是自豪
——泗泾古镇老街坊讲老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