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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立

“开工啦！”每天清晨，随着张余龙的一

声吆喝，叶榭镇井凌桥村的保洁员们便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垃圾分类、绿化修剪、农沟

检查……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村里每个角

落都保持着干净整洁。

60岁的张余龙是土生土长的井凌桥村人，

身兼网格长、助残员等职，还组建了村里的舞

龙队，村里大小事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作

为叶榭镇大力发挥乡贤力量的典型之一，提起

他的名字，村民们最常说两个字——靠谱。

人居环境治理的带头人
2019年，上海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而在

此之前很多年，张余龙就开始为村民们普及垃

圾分类理念了。“近二十年前，老张就跟我们说

过，垃圾分着扔更环保。”村民赵老伯回忆。最

初，许多村民嫌麻烦，张余龙就会特意跑去相

熟的村民家里，先给年轻人普及环保理念，再

“以小带老”。“等到村里要求垃圾分类的时候，

我们早就已经这样做了。”赵老伯说。

谈起这样超前的理念，张余龙笑着摆摆手

说：“没什么超前不超前的，只是很早以前我就

意识到这样处理垃圾更环保。”记者了解到，早

在 2007年，张余龙就获评了“上海市村容环境

建设优秀志愿者”。

井凌桥村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后，对于村容村貌的要求更高了，张余龙主动

当起了村里的垃圾分类带头人。每天清晨，他

都会准时出现在垃圾集中处理点，和保洁员们

一起引导村民们开展垃圾分类，之后便会四处

巡视，确保河道、草坪、道路、建筑工地、农沟等

干净整洁。“大家很信赖我，我心里也觉得特别

暖。”张余龙笑道。

服务残疾村民的热心人
井凌桥村有298名残疾人，作为助残员，张

余龙总是把服务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谈起与残疾人工作的缘起，张余龙便想到

了 2007年特奥会。“当时村里也有参加运动会

的选手，我作为志愿者，有机会陪同运动员们

一起训练走路、翻跟头等生活技能和表演技

巧，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以后也要尽己所能

帮助他们。”张余龙回忆。

这些年，每每有和残疾人相关的惠民政策

出台，张余龙都会挨家挨户上门告知。谁家生

活上遇到困难，张余龙也会主动帮忙跑腿联

系。“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希望我的援手能让

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张余龙说。

乡贤反哺乡梓的代表人
在村民们眼里，张余龙是值得信赖的知心

人，大事小事都爱找他。在推进平移点建设的

过程中，一些村民有疑虑，他便配合村委会解

释；当村民之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居中调解的

一把好手。

2008年，舞草龙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是这一年，张余龙与舞草龙结下

了不解之缘。“会舞草龙的年轻人太少了。”意

识到后继力量薄弱的现实问题后，彼时40多岁

的张余龙不仅带着村民们刻苦排练，组建了舞

龙队，还带队去周边各村和相关学校演出。

“在农村，要办好事，就要有好的带头人。

发挥好乡贤力量，便可以打开基层治理新格

局，为乡村振兴赋能。”叶榭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如今，在叶榭镇，像张余龙这样的乡贤，已

逐步形成一支“爱乡、兴乡”的力量，为家乡发

展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阿六汤圆广利粽，

洪喜摊粉味不同，腐干出自三星斋，洪兴美酒酱

同半……”一首民谣道出了千年古镇泗泾的“好

吃”。泗泾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饮食文化亦是

久负盛名。那么，如今去逛泗泾古镇，都能尝到

哪些美食呢？记者前往古镇打开“美食秘籍”。

泗泾古镇老街入口的第一家店铺名为“泗

筱笼”，专卖泗泾小笼。“老街上曾有一家小笼包

店，小时候，爷爷奶奶领着我去吃，是童年的美

好回忆。”一名泗泾本地居民告诉记者，“泗筱

笼”的出现，可以说把很多人带回了旧日时光。

“泗筱笼”的店长告诉记者，泗泾小笼皮

薄、汤汁浓郁、口味略甜，很有特色。“我们店的

招牌鲜肉小笼味道很好的，自古镇开街以来，

每天饭点人都很多，大家都说要尝尝泗泾小

笼。”店长笑着说。

事实上，谈到泗泾美食，除了小笼包，阿六

汤圆、泗泾羊肉、广利粽子等都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名字。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如今，位于江

川北路153号的广利粽子店依然生意兴隆。

从精心熬制的“老汁汤”里捡起一个热气

腾腾的肉粽，剪开粽叶，浓郁的粽香便扑鼻而

来……记者看到，广利肉粽呈长方形，粽内一

肥一瘦的猪肉夹在米中，香气浓郁，吃口肥而

不腻，总让人有一种齿颊留香的满足感。

2015年，“广利粽子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

批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广利粽子店的经营者王佩华告诉记者，广利粽

子具有松、鲜、酥、咸淡适口、香气浓郁的特点，

目前，店里有广利大肉粽、五花大肉粽、蛋黄大

肉粽、白糖桂花豆沙粽、红豆蜜枣粽、血糯板栗

粽等多个种类。

除了传统味道不容错过，老街上还新开了

千荟甜屋、天喔食品、桂桂茶、霓裳茶舞等食品

店，可以满足游客们多样化的需求，也为老街

增添了现代化的时尚气息。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通讯员

张嘉煜） 临近清明，松江各大墓园

迎来祭扫高峰，松江公安分局倡导

市民采取“轨道交通+免费短驳”的

方式入园祭扫，在墓园门口开辟通

道实行“人车分流”。同时，多部门

多措并举，加强对祭扫班车站点、墓

园入口的秩序维护，警方还将开展

无人机巡视。

“停车场已饱和，您可停在沈砖

公路、龙泉山路两侧的临时停车

位。”在天马山公墓入口，十余名民

警现场指挥，引导车辆通行。而在

各指挥部，辖区各大墓园周边道路

情况一览无遗，指挥长根据拥堵情

况，对外围分流岗位的民警发布指

令。同时，松江公安分局会同区民

政部门在轨交 9 号线洞泾站、松江

大学城站临时增设了两路短驳车，

在墓园门口“人车分流”后，市民下

车即可快速步行入园。

此外，松江警方还在各大墓园

上空配备了无人机巡视，在清明祭

扫高峰重点时段，开展每小时 20分

钟的无人机高空巡查，及时发现明

火祭扫等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确保相关人员能在 1 分钟内赶

至现场处置，全力保障祭扫秩序。

本报讯（记者 张立）清

明时节，对于松江浦南地区

的农民而言，制作青龙饺是

一项传统文化习俗。青龙饺

的做法与青团相仿，外形酷

似碧绿的元宝，吸引着食客

们争相品尝这一青团里的农

家味道。2017年，青龙饺制

作技艺入选第六批松江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几天，我每天都要做

20多屉青龙饺。”每年3月下

旬，74岁的叶榭镇八字桥村

村民徐桂华便开始忙碌起

来，今年也不例外。作为青

龙饺非遗传承人代表，她制

作的青龙饺甜而不腻、入口

劲道，深受亲朋好友喜爱。

做青龙饺难度并不大，

但在取材和制作工序上却颇

为考究。“要选择本地青草，

入口才有香气。”徐桂华介

绍，要使青龙饺色泽呈碧绿，

关键在于青草，又称燕麦

草。新鲜的燕麦草采回后，

经洗净、捣碎，再挤出汁水，

加入糯米粉中搅拌。待拌

匀，取出一部分，和成面饼，下锅煮熟。随后，

将熟面饼揉进粉团，反复揉搓直至表面光滑。

“冷的青汁与热的面饼一定要充分结合，出锅

时才有光泽，吃起来也更加劲道细腻。”徐桂华

说，面皮准备好，接下来便是包馅，青龙饺最经

典的馅料要数红豆沙，口感绵密、甜度适中。

徐桂华从12岁开始，每年清明节前都会跟

随母亲一起包青龙饺。经过60余年，如今她的

手上功夫早已炉火纯青，不一会儿就包好了满满

一屉。放到土灶上蒸10分钟，热气腾腾的青龙

饺就出炉了，油绿青亮、小巧可爱。轻轻咬上一

口，面皮软糯、豆沙满溢，青草香更是回味无穷。

本报讯（记者 张立）为方便市

民出行，3月25日，松江各大墓园启

动短驳车服务，并联合相关街镇、属

地派出所与轨交 9 号线涉及站区

等，保障祭扫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出站请往这里走。”在轨交 9
号线洞泾站，车站值班人员不断用

广播为客流指路。在主要疏散口，

一块块醒目的蓝色指路牌放在大厅

内，进出通道分别用隔离栏加以划

分。在站务人员的引导下，进出站

点的市民减少了交会，秩序井然。

“一下子找不到坐车的路了。”来

自徐汇区的朱阿姨准备前往天马山公

墓，她告诉记者，此前预约扫墓时，计

划以“地铁+短驳”的方式出行，但到了

洞泾站却迷失了方向。看到兜兜转转

的朱阿姨，站务人员主动上前询问，帮

助她顺利找到了短驳车乘车点。

市民孔先生同样对洞泾站周边

环境不熟悉，但令他感到惊喜的是，

一下列车就看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

员，出站后更有一块块指示牌为他指

路。体贴周到的服务让他很是安心。

到了短驳车乘车点，记者看到

一辆辆短驳车已在泊车位上各就各

位。“总共有 12 辆短驳车，客满即

走。”天马山公墓副主任严良峰介

绍，从早上 7 时开始，一直到下午 4
时结束，一旦出现大客流，将在第一

时间做好车辆调度工作，减少乘客

等待时间。

此外，洞泾镇与属地派出所还

在轨交 9号线沿线安排了志愿者和

民警，做好疏散、引导和衔接工作，

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以文明

方式追思先辈，以绿色方式祭奠逝

者。上周末，松江各墓园迎来清明

祭扫小高峰，记者走访发现，随着文

明祭扫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用鲜

花寄托哀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

的首选。

在各墓园外，记者发现，鲜花摊

位的销售情况均不错。很多市民都

会在入园前购买鲜花，其中，尤以价

格实惠、造型简单、颜色朴素的花束

最受青睐。除了单色花束外，黄白

花束、简易花篮等鲜花制品也比较

走俏。一名摊主告诉记者，随着清

明节的临近，自己店里的花篮已被

订了个七七八八。

传统祭扫方式正逐渐被鲜花祭

扫取代，不过，仍偶有带着焚烧物的

市民前来祭扫，对此，工作人员会在

入口处耐心劝导，让市民将焚烧物

寄存在入口处或换成鲜花。“以前大

包小包带焚烧物的多，现在基本都

是带鲜花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劝导，市民大多都能理解配合。

改变传统方式，倡导环保祭扫，

今年，全区各殡葬服务单位继续推行

便民服务。记者从浦南陵园、华夏公

墓、天马山公墓等多家墓园了解到，

今年仍实行全面禁燃烟花爆竹要求，

严防火灾事故。同时，网上祭扫、代

客祭扫、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绿

色通道等服务也继续实施。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将逝者

骨灰装入可降解的骨灰坛中，深埋地

下，一个月后，骨灰坛将溶解在土壤

中……3月20日，浦南陵园第十一届

生态节地葬集体落葬仪式举行。相

比传统的墓葬，节地生态葬不仅绿色

环保，而且价格更亲民，越来越多的

市民开始接受这种安葬形式。

落葬现场，伴随着哀而不伤的

音乐，逝者家属将逝者骨灰坛捧到普

爱苑安葬点。安葬点是一片嫩绿的

青草坪，上面铺设了点点满含春意的

花瓣，显得温暖又有生机。经过培

土、诵读祭文、分发鲜花等一系列仪

式后，全体人员肃立、三鞠躬，将鲜花

献在墓碑上。“我奶奶生前是一个很

开明的人，乐于助人，知道土地资源

日趋紧张，她还表达过捐献遗体的遗

愿。”逝者家属朱小姐说，经过家人一

致决定，最终选择了为老人节地生态

葬。同样为逝去的家属选择了普爱

苑生态葬的章先生告诉记者，落葬点

设有墓碑，上面刻有逝者的名字，可

以凭碑悼念。“她生前是一个非常热

爱大自然的人，她希望以这样一种方

式回归自然，跟大地融为一体。”

据悉，自 2013 年开始，浦南陵

园开始推广节地、生态、环保葬式，

并开辟了全区唯一一家普爱苑生态

葬。普爱苑是一种土地可循环的生

态葬式，将逝者骨灰直接装入可降

解材料制成的骨灰坛中，深埋地下，

地面以草坪铺盖，骨灰坛在落葬后

一个月将溶解在土壤中。在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中，生命尽头最好的归

宿即是入土为安，抱着这样的想法，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选择

这种非传统的安葬方式。浦南陵园

党支部书记凌文君表示，这几年明

显感受到了市民观念上的转变，“往

年多是一些孤寡老人，出于经济原

因选择生态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渐渐认可了这种落葬方式”。

据了解，为满足市民不同的购

买需求，浦南陵园内集多种墓式于

一体，包括墓葬、壁葬、树葬、生态葬

等，任何户籍都可以购买，本市户籍

者还可以享受1000元落葬补贴。

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 公园休闲长廊变

身党的二十大“学习阵地”。日前，泖港镇健康

主题公园“学习正当时”长廊挂上了新展板，内

容涉及党的二十大报告要点、关键词释义以及

泖港镇乡村振兴成果。新展板与公园花草、绿

地相得益彰，展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公园新更换的二十大展板很醒目，我

们在散步时也能学习新思想、新理念。”正在散

步的居民顾永华说。此外，展板中黄桥村、曹

家浜村、曙光村等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情况

也引得居民频频点赞。家住中乐小区的陈阿

姨告诉记者，从展板上了解到不少村民都住上

了新房，她期待村里的老房子也能尽早改造。

据了解，党的二十大以来，泖港镇充分利

用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精心组织线

上线下社会面宣传。后续，泖港镇计划将曹家

浜村休闲林地、范家村涵养林等具有泖港特色

的“休闲阵地”转化成党的二十大“学习阵地”，

传递好党的好声音，让更多人认识“生态、宜

居、美丽”的现代化新泖港。

服务村民用真情 热心村务很靠谱
——记叶榭镇井凌桥村乡贤张余龙

多方联动疏堵保畅
“地空”结合排险除患
松江警方多措并举保障清明祭扫平稳有序

清明集中祭扫迎小高峰

“地铁+短驳”无缝衔接
“疏散+引流”保障安全

一束鲜花祭故人
文明祭扫成新风

清明时节寄哀思
渐入人心生态葬

浦南陵园第十一届生态节地葬集体落葬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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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泗泾老街 打开美食秘籍

巧用休闲长廊 打造学习阵地
泖港镇健康主题公园新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展板

随着天气转暖，高校里的春花竞相绽放。在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校园内，梨花、樱花等相继盛开，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记者 高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