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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拥有

一家零食店。尽管现在随处可见五花

八门的零食，但小时候的味道更容易

记在心里。

在金山嘴渔村里，有一家隐蔽的

店，既没有指示牌，也没有广告牌，唯

一能看到的，就是街口的角落里，藏着

一块小小的黑板报，上面写着：“拾光

长廊”。这家怀旧小店，拥有很多渐渐

消失的童年零食，来这里逛逛，不仅回

忆满满，还能收获满满。

进门后，就能感受到年代感。桌

子上摆着老式电风扇、老式温水瓶，旁

边有一台老式冰箱和老式微型电视

机，电视机连接着“红白机”任天堂等

复古游戏机，角落里还藏着老式缝纫

机和一台街机。

“所谓的那快乐，赤脚在田里追

蜻蜓追到累了，偷摘水果被蜜蜂给叮

到怕了……”伴随着那个年代的流行

乐，再进去就被琳琅满目的零食和玩

具包围着。无花果、大白兔、北冰洋、

健力宝、香芋奶糖……逛着逛着，像是

跌入了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童话世界，

仿佛开启一场寻宝之旅，所到之处的

每一件小物品都能带来满满惊喜。

除了怀旧零食，店里还有很多复

古小玩具。爬墙人、弹珠、挑棒、悠悠

球……看着这些经典玩具，儿时记忆

涌上心头。以前的玩具虽然没有现在

这么丰富，但这些简易的小玩具也让

我们的童年有滋有味。

值得一提的是，店里皮卡丘等卡

通壁画全部都是店主纯手绘而成。每

一个经典卡通人物都能勾起 80、90后

的集体回忆。店主告诉我们，店里的

装修都是由他自己设计打造，一些老

物件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而来。

时代不断变化，但儿时的味道没

有变。曾经流连的小卖铺可能早已不

在，和你一起分享一袋零食的朋友也

不知去了哪里。但只要这些回忆还

在，我们仍是原来那个小孩。

记者 干钰琼 陈忆文

在吕巷镇板扎果业种植基地，

一只只珍珠鸡正隐匿在一棵棵桃

树下，啄食嬉戏。眼下，正值珍珠

鸡上市的时间，“营养价值和口感

都特别好，身上几乎没有脂肪，皮

下就能直接看到它的肉。”板扎果

业董事长黄金辉介绍说。

据介绍，珍珠鸡源于非洲的一

种野鸟。在国内经过几十年的养

殖驯化，逐渐本土化。其名字的由

来，则是由于羽毛上的白色小斑

点。与普通草鸡相比，这种鸡个头

更小，爪子更为锋利。由于野性较

强，好飞行打斗，因此脂肪含量较

少，肉质紧实弹牙。成年珍珠鸡体

重可达 1.5至 2.5公斤，胸肌和腮肌

比一般的鸡发达，出肉率高达

75%。珍珠鸡肉色深红，肉质与山

鸡相似，极为鲜嫩，有特有的野鲜

味，炖煮、煲汤以及清蒸都是不错

的选择，具有特殊的清香。

实际上，养殖珍珠鸡只是黄金

辉一次偶然的尝试。原来，基地

180 多亩果园每年除草、施肥要花

费大量的人工与肥料。为节省成

本，黄金辉开始在果园里探索这种

林下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据介

绍，珍珠鸡不仅可以除草，粪便还可

以施肥，种养结合，达到生态平衡。

说起经济效益，黄金辉算了一

笔账。养殖珍珠鸡，每亩地不但节

省除草施肥的费用，而且珍珠鸡品

种少见，鸡肉以及鸡蛋都受到不少

市民追捧。原本一亩地效益在

8000 元左右，有了林下养殖后，一

亩地大概在 12000 元左右，每年每

亩地增产 3000 到 4000 元左右。眼

下，正是新一批珍珠鸡上市的时

间，价格每只在160元左右。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者 顾青凡

本报讯（记者 熊
雪寒 见习记者 顾青
凡/文 记者 庄毅/图）
近日，一种名为“博洋

九号”的蜜瓜开始成熟

上市，由于皮薄肉酥，口

感脆爽，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

在张堰镇金贵枣

油桃专业合作社，工人

们正忙着采摘蜜瓜，准

备运往市场。已经成熟的蜜瓜绿

皮暗纹，外形成椭圆形，个头小

巧。“这个瓜泛白了才能采，不泛白

色代表里面没熟透。”工作人员介

绍说。

据悉，“博洋九号”属新型杂交

品种，以低热量、香脆清甜的口感征

服了许多市民，号称甜瓜中的“新

贵”。成熟的“博洋九号”蜜瓜，皮薄

肉厚，轻轻一拍，蜜瓜就裂开来，入

口脆爽清甜，汁水十分丰富。

今年基地为了拉长销售期，

首次试种该品种甜瓜，上市预计

持续到 10 月底，价格每斤 6 元左

右。如果产品受欢迎，合作社明

年将加大种植规模。

秋季，枫泾镇的百年桂花园一直

是市民打卡赏桂花的首选地。近日，

园里的桂花树开花了，树枝上点缀着

成串的金黄花朵，花朵虽小，但香气

浓郁。

往年到了国庆节前就能闻到桂花

香，但今年的桂花树开花时间比往年

晚了许多。据桂花园负责人姚火根

介绍，温度和湿度是桂花开放的两个

重要条件，由于前段时间“秋老虎”作

怪，天气持续晴热，光照强烈，桂花得

不到有利的开花条件，所以迟迟未

开，这也是近几年最晚开花的一次。

上海近期的短暂降雨和突如其来

的降温，给桂花绽放带来了有利条

件。而目前开放的桂花犹如“先头部

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迎来桂花飘

香。

值得一提的是，反常的气候虽然

令桂花迟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将使今年桂花盛开的品种比往年

更集中。“与往常相比，银桂较早开

花，其次是金桂，而受到季节影响，今

年这 2个品种将同时进入盛开期。”姚

火根介绍说。

据悉，百年桂花园位于枫泾镇

兴塔村，北依 320 国道，西临徐泾

港，南靠米丈港，总面积约 2000 亩，

是目前上海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

全的桂花生态园。园内近 2 千株桂

花树与香樟、银杏等树木连成一片，

形成了一道靓丽风景线。当桂花进

入盛开期，满目翠绿花黄，一簇簇或

金黄、或乳白的桂花，芬芳馥郁，沁

人心脾。

除了百年桂花园，金山还有许多

公园和绿地也都迎来了首波桂花香，

如：滨海公园、新城公园、荟萃园以及

前京大道、新城绿地、杭州湾大道、金

山大道等地。据介绍，接下来的一个

月，将是桂花的最佳赏花期。

记者 勾瑞

甜瓜“新贵”热销 口感香脆清甜

“珍珠鸡”上市 肉质厚而新鲜

一年秋意浓 十里桂花香

乘上时光列车 来一场童年之旅

风格各异的展馆，呈现不同的文

化。在枫泾，各具特色的展馆值得一

游。

江南水乡婚俗馆
经过四个多月的升级改造，焕然

一新的江南水乡婚俗馆近日正式开

馆。大门口的红绣球、“门当户对”的

建筑特色、喜庆的色调……处处彰显

着浓浓的江南婚嫁的喜庆氛围。

婚俗馆位于古镇最老的致和桥

旁，于 2013 年开馆，收藏的婚姻证

书、婚照、嫁妆等江南民间婚俗器具

多达 300 多件。此次改造后的展览

面积由原来的 200 多平方米增大到

400 多平方米，由江南婚俗、枫泾婚

俗及休闲茶吧三部分组成，集参观、

体验、休闲、文创衍生品等多功能于

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展馆内有一块区

域，利用大型 3D 全景影像互动多媒

体技术，让游客可以以全新的视角、

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全方位体验枫泾

水乡婚典的盛况。

朱学范故居
位于新泾路 200 号的朱学范故

居，讲述了朱学范所代表的老一辈革

命先贤是如何在百年浪潮中不畏艰

险、不忘初心、矢志革命的光辉事迹，

展示了一部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

业史，一条精勤求是、开拓创新的探

索之途，一段扎根枫泾、逐梦中国的

心路历程。

丁聪美术馆
丁聪美术馆位于枫泾南镇青枫

街 49 号，馆名是由著名画家、丁聪生

前好友戴敦邦题写。整个美术馆分

丁聪生平馆、丁悚生平馆、双桂轩文

创空间及丁聪作品展览区等。作为

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书籍装帧设计

家、舞台美术设计家，丁聪的艺术作

品影响了几个时代。

程十发祖居
在和平街 151 号，有一座静谧恬

然、翰墨溢香的古建筑，这里便是国

画大师程十发的祖居。祖居内恢复

了程十发祖父、父亲行医的诊所厅堂

和程十发出生居住的卧室，卧室里雕

花床、梳妆台一应俱全。同时，祖居

内还展出了程十发部分画作以及生

活、创作用具。

丁蹄非遗文化展示馆
位于南大街 149号的丁蹄非遗文

化展示馆，通过蜡像、文字和图片详

细地介绍了枫泾丁蹄的制作过程和

发展历程。“丁蹄”全名叫枫泾丁义兴

蹄膀，始创于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成品汤卤浓厚、肉质细嫩、甜而

不腻、肥而不油，深受人们的欢迎。

金圃宅第
金圃宅第为清乾隆年间要臣谢

墉在家乡枫泾南镇的内宅，宅第两回

廊分别展示 1500 年来枫泾人物和枫

泾大事，南墙外立有状元、进士、举人

三座牌坊，坊上分别镌刻着出生在枫

泾的 3 个状元、56 个进士和 122 个举

人的名字。一长串古代读书人的名

字，是枫泾人杰地灵的历史见证。

张慈中书籍装帧设计艺术馆
张慈中书籍装帧设计艺术馆位

于南大街 46号，是集展示、教育、宣传

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展馆。艺术馆黑

瓦白墙的古典空间轮廓和现代布置

理念相得益彰，分上下两层，一楼主

要由序言、人物介绍、互动区等版块

组成；二楼主要是张慈中老先生的作

品展。

人民公社旧址
人民公社旧址位于和平街 85号，

是上海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人民公

社旧址。这里的一间屋、一张纸、一

幅字，无不记载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时

期“轰轰烈烈”的历史。公社后院有

一座毛主席像章珍藏馆，内有 3000多

枚像章。还有一架米格 15 飞机和 85
高射炮。

探寻江南水乡 领略悠长韵味
——枫泾八大展馆游览指南

江南水乡婚俗馆江南水乡婚俗馆 丁聪美术馆丁聪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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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传信，烽台烟火，鸿雁传书，

驿站传送，风筝通讯。凡此种种，是

我们千百年来古老的通讯方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电报、电

话、手机的发明，使得人们的通讯变

得方便、快捷、高效。

如今，人们生活中最常用最普遍

的通讯工具非手机莫属。手机已融

合了通讯、短信、上网、购物、听歌、游

戏、摄影、视频电影、电子书集一身。

君不见，地铁、公交车上埋头手机刷

屏不止；君不见，人在行走，眼手不离

手机的不乏其人。据国家统计局公

告，2020年，全国电话用户总数 17.76
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15.94 亿

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113.9 部/百
人，一人两部手机或者一机双号比比

皆是。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连收旧

货的，乞讨的都不落下。

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固定电

话、BP 机、汉字机、“大哥大”、小灵

通、商务手机到智能手机的发展路径

吗？通讯工具的与时俱进飞速发展，

既展示了祖国改革开放繁荣昌盛的

成果，也是成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人民建设美好小康社会的一

个见证。

儿时的记忆里，家中有电话的凤

毛麟角。无论是居住过的老洋房还

是老式里弄，在我知道的范围内，几

乎没有人家装有电话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上中学

和工作的年代，居住在卢湾区的斜

桥。弄堂口，有一个窄窄的电话间，

靠窗口的木板台上有三台电话机，由

一位四十多岁的宁波顾阿姨看管，周

围成百上千户人家，就是靠这三门电

话架起了与外界热线联系的桥梁。

几号几室，张家姆妈电话！三楼王家

伯伯电话！那“刮辣松脆”带宁波口

音的沪语从喇叭中弥散，是我生活在

那时期弄堂里的一道风景。您别小

看顾阿姨，小小电话间可是信息集成

中心。谁家的姑娘谈恋爱了，谁家的

小子要结婚了，谁家有海外关系的，

顾阿姨“煞辣清”。

1990年，我结婚是在市郊的石化

城。那时，家庭电话已渐渐兴起，但

因号少人多要登记排队，至少要等一

两年。我还是通过电话局朋友开后

门装的电话，并支付了 5000 元的初

装费，在我居住的大楼里是第一个吃

螃蟹者。最初那段时间，楼上楼下、

隔壁邻居几乎都借打过电话。有时

我们夫妇俩还通过电话传话，颇有几

分电话间阿姨的腔调。

时移世易，如果说家用固定电话

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那么渐渐兴起的

移动通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日新月异地迅速发展起来。“60 后”

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摩托罗拉BP
机的时代。

那是改革开放后的 1983 年，上

海开通中国第一家寻呼台，BP 机开

始进入中国。那时，你的腰间别一台

摩托罗拉数字寻呼机，那绝对拉风，

博人眼球。与改革开放初期手提“四

喇叭”收录机，身穿喇叭裤的招摇过

市的小青年有得一拼。“有事儿呼

我”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流行语。

尤其到了 1990 年，传呼台如雨后春

笋般遍地开花，传呼机市场如日中

升，一派繁荣。

1990年，我拥有了第一台BP机，

还是时任企业中层干部时配的，是数

字式的。看着比火柴盒稍大的黑匣

子，着实兴奋、激动了好一阵。金秋时

节的假日午后，金风送爽，秋色宜人，

与夫人正在市区逛街。突然，腰间BP
机“哔哔”急促地叫了起来，一看是来

自单位的呼叫，便心急火燎地四处找

公用电话，忙乎了半天终于在商业街

弄堂口找着了，顾不得一头大汗拨通

了电话，一通电话竟是单位的值班人

员在测试干部BP机的佩戴使用情况，

着实有点啼笑皆非狼狈不堪。

也许是数字 BP 机的使用不便，

1993年，国内企业浪潮与摩托罗拉合

作，开发出汉字 BP 机。1997 年我终

于拥有了一台松下的汉字BP机。因

可以文字传输，再也不用满大街找电

话就可以知道呼叫内容了，还带有即

时股票行情和新闻、天气预报等信

息。

也是那一年，父亲患了癌症，在

市区的医院治疗。我只能金山、市区

两头跑。碰巧遇到上海石化涤纶厂

和涤纶二厂优化整合，组建了上海石

化涤纶事业部。作为近 8000 人企业

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工作异常繁忙。

我常常是，星期五从金山赶到市区，

直奔到医院，替换已经陪伴了几天的

母亲和弟弟，一直要到星期天晚上再

赶回金山。一台汉字BP机成了沟通

家人与父亲在医院状况的桥梁。

（未完待续）

方强先生：

我已调充第一旅第一团少校团

副，十一月一日即开上海参战，吾素

志已达。此去当与敌一争高下，试

看倭奴凶焰到几时！吾兄弟或将从

此永别，此无丝毫悲虑，为国家民族

争生存。真大荣幸！家事弟当负以

后完全责任，吾未积蓄，妻子生活当

有累于汝等者，此余恨事耳。

方学苏绝笔

——题记

湖南在下雪

上海金山的屋檐结着冰

你一封匆匆的绝笔信

只有家国荣誉，没有儿女情长

寥寥数语，仿佛黑夜星辰

听得见北风怒号，战马嘶鸣

字字铿锵，映衬斩钉截铁的猛士

你唯一的遗憾是：抛下了身怀

六甲的妻子

你没有说，要去哪里

你只说横行的螃蟹爬上了沙滩，

倭奴打破了国门，怪兽张开了大嘴

“赶路千里，就是来为国家献出生命”

炮声隆隆，你去意已决

你扯断了身上所有的牵挂

一腔热血在沸腾

军人的铁肩，民族的脊梁

是一把永不生锈的利剑

上海知道，金山卫知道，枫泾知道

前沿阵地知道，冲锋的军号知道

射向敌军的子弹知道

扎进敌人胸膛的钢刀知道

舍生忘死的战友知道

被鲜血染红的土地知道

祖国知道，人民知道

华夏儿女子子孙孙都知道

最后的战斗是那样壮烈

“枫泾失，浙西非我有矣，岂可

因伤而遽退。”

你最后的一滴血，是那样鲜艳

仿佛身后的晚霞染红了天空

五月的阳光打开大地

像一种年轻的思想

山河完整，草木茂盛

祖国正在铿锵前行

在前行中，迎接曙光

五月，我想去看你

去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去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

去枫泾，去北旺泾

看看你和你的战友们

陪你一起回忆苦难，看今日繁华

在你不熄的灵魂前深深地鞠躬

在你安息的生命里

献上一束鲜花，悄悄地告诉你

祖国日益强大

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我一直

在市区和金山石化之间来回奔波，一

晃有十几年了。这十多年来，沿路的

风景一直都在发生着改变，城市的边

界在扩张，道路在延长扩建，经过设

计的绿化在增加，自然河道在整治，

工厂的烟囱在减少等等。这些变化

或快或慢，或大或小，但无一不在诉

说着金山区在这些年来的巨变。大

的方面也不想多说，只想谈谈这些年

交通的变迁。

2004 年的春末，在上海读了七年

大学的我第一次来金山区，来这里的

目的是去金山医院参加面试，找一份

能实现人生价值和个人梦想的工

作。那天早上，我八点钟从锦江乐园

附近的汽车站乘卫梅线到石化城区，

前前后后花了四个多小时才到目的

地。主要原因是运气不好，那天松浦

大桥上出了交通事故，堵车就堵掉了

两个多小时。过了松浦大桥，道路终

于通畅起来，车子沿着车亭公路、亭

卫公路一直向南，一路上农村、小镇、

农田的景色交替着映入眼帘。车上

的乘客上上下下，但总体而言是越来

越少的。过了正午十二点，我才总算

见到了一些高楼和密集的居民区，而

自己的情绪却变得越发急躁。等车

子终于把我放在了卫零路金山医院

附近的站台，下车后的第一件事不是

找医院人事科，而是在医院急诊楼找

了个厕所先方便一下。

回上海市区的时候我就乘石梅

线了。这是医院人事科的老师告诉

我的。他说从去年（2003 年）开始从

石化到市区开通了新的公交线路，

叫石梅线。车子直接上高速公路，

不堵车，到市区最多一个小时时

间。这是我第一次乘在高速上行驶

的公交车，也见识到原来车子可以

开到那么快。说起来高速公路进入

中国已经有好些年了，但到那时止

我还没上过高速公路，坐得最快的

交通工具就是火车。那时的火车不

像后来的动车组列车，一般就是七

八十公里的时速。从镇江到上海一

共二百二十八公里，大概要开四到

五个小时，如果主动些甚至可以与

其他的旅客凑成一桌打好一会儿的

扑克牌。这石梅线在莘奉金高速

（A4）上经常开到九十至一百迈左

右，那些透过车窗缝隙的风可以像

台风一样猛烈，树木、房屋、河流、农

田都一闪而过，令人心情舒畅而愉

悦。

石梅线一下子拉近了市区和石

化城区的距离，也拉近了我和金山区

之间的心理距离。想想在市区从一

个地方乘公交车到另一个地方有时

还不止一个小时，就觉得金山区其实

并没实际上的那么远。再加上石化

城区的交通、购物什么的也挺方便，

城区热闹，住宅区安静，还有一份独

一无二的海景，于是我和当年的五六

十位毕业生都决定留在这里工作，把

自己学来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服务于

周边的人民群众。当然，刚工作时更

多的是为了向各位老医生学习，努力

提高自己的临床能力。

科里的老医生都说最早连接市

区与金山石化交通的只有一种小火

车，与那些奔跑在全国铁路交通网上

的绿皮火车一样，但是车厢节数更

少，开得也更慢。我是没赶上乘小火

车的年代，但见过那一段长长的铁

轨。在接近松浦大桥的地方，它会从

远方向我们逐渐靠近。在松浦大桥

上，它会与公路合二为一，上层是公

路，下层是铁路。等下了桥，它又与

公路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视野里。

在石化城里沿着隆平路走还能找到

它。因为很久没有小火车经过那里，

大自然又部分夺回了原本属于它们

的地盘。长满青苔的围墙，油油绿绿

的野草，锈迹斑斑的铁轨，无一不在

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一直以来，很多

喜欢拍照的年轻人喜欢在那里打卡，

说那里是上海市最美的一段铁轨。

我也去过那里，还顺着那条铁轨走过

一小段路，但可能因为我不够诚心，

所以当年的火车站在哪里我是没有

找到。

我刚来石化时，连接石化和市区

的公交线除了石梅线、卫梅线，还有

莲石线、上石线。因为其他线路都要

从松浦大桥走，基于第一次的憋尿经

历，所以除非有特殊情况，我基本是

乘石梅线进出市区。从医院宿舍走

到石化汽车站走得再慢也不过十分

钟，不过从汽车站排队上石梅线，就

有得好等了。那时在金山上班、周末

回市区的人还蛮多的，也有不少华理

的大学生，每到周末排个三四部车子

的长队是很常见的。在石化，排队的

队伍经常从汽车上客口一直排到汽

车站的大门口，在梅陇的西南汽车站

队伍也要排上好几排。平时线路上

的车子一到周末就不够用了，公交公

司那时就得派出各种加班车。其中

有一些车子同时挂着卫梅线、石梅线

的牌子，以便随时随地地切换。最开

始时石梅线车子上还有跟车的售票

员，等我工作几个月以后，它就改成

先购票再凭票上车了。

工作几年后，我在靠近海边的石

化新村里买了房子。这时从住的地

方跑到石化汽车站去乘石梅线就有

点浪费时间了。那时莲石线、上石

线、卫梅线都会从城区里绕一下再往

市区跑，于是从那时起有好长一段时

间，我去市区也开始乘莲石线或上石

线。不走高速的坏处就是经常在叶

榭、车墩、新桥等地方堵车，因为那条

公路实在太窄了。以前经过松江的

那几个小镇时，上车的人不多，后来

周围的工厂啊，住宅啊看着看着就起

来了，于是那里的交通也变得拥堵起

来。后来遇到沪昆高速改建，有次我

乘莲石线从石化到梅陇，又遇到大堵

车，足足花了六个小时才到终点站。

从那以后我便再也不敢坐从地面经

过松江的公交车子了。

在我工作五年以后的 2009年，卫

梅线被取消了，也有一种说法是它和

上石线合并了。的确，它们俩除了在

市区的终点站不一样，其他都基本一

致。不过无论哪一条线路，我后来都

很少乘，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省时间。

毕竟在两地奔波不是旅游，不能永远

把在路上当成一种风景。

石梅线后来也改了路线。它原

先是从莘奉金高速（A4）走，从奉浦大

桥过黄浦江，经过奉贤的区中心南

桥，经过第二工业区再到石化的。因

为莘奉金高速是双车道的，随着周围

地区的经济发展，莘奉金高速上是越

来越堵，大卡车也多，路况也是越来

越差。石梅线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

与后来开通的莲卫线一样都改走嘉

金高速（G15，A5）。说实话，莲卫线

也挺快，从朱行上高速一直到莲花

站，走嘉金高速经过松浦二桥，这样

可以避开松江那几个拥挤的小镇。

松浦二桥以南原本也是只有双

车道，随着金山区的发展，道路也开

始变得拥挤。到了 2017年，嘉金高速

这一段也开始改建，把双车道都改建

成了三车道。不过到了此时，石梅线

已经很空了，除了高峰期，车子上一

般是很难坐满的，几年前那种排长队

的景色是再也看不到了。倒不是在

石化、市区两地间通勤的人变少了，

而是新的金山铁路开通了。

金山铁路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市

区轨交线路的交通系统，严格上叫城

际铁路。从名字上看也是连接两座

城市之间的铁路系统，在线路上运行

的是和谐号动车组。新铁路的运量

就比公交线路运量大太多了。我也

乘过不少次的金山铁路，一整列列车

在早晚高峰时连个位置也找不到，只

好站着。好在和谐号开得也快，长则

一个小时，短则半个小就能抵达目的

地。

（未完待续）

飞入寻常百姓家（一） □孙伟 方学苏最后的决绝
□陈莫

两地之间（一） □谢珉宁

本期作品由
上海市金山区
作家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