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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2023 年 1 月 17 日 《奉贤
报》副刊《老灶头》一文，作为一个
年届八旬并从小生活在奉贤农村

的老人，感到亲切。“老灶头”是土
灶头，用砖头涂抹烂泥砌成，再用
熟石灰粉刷灶头的正面。

砌灶头，那是技术活。虽然一
般的泥水匠都能砌， 但质量好坏
大相径庭。据《屠家村志》记载，屠
家堂出过不少泥水匠， 西半场的
屠林昌堪称祖师爷， 他砌的灶头
烧菜做饭，火旺省柴省时，很受欢
迎。屠林昌还善于画灶花。灶头砌
成粉刷后， 他会用墨水及各色颜
料在灶头正面的灶山灶脚等处画

花草， 甚至是人物以及马匹等动
物，栩栩如生。一顶新灶头粉刷得
油光锃亮，灶花色彩斑斓，犹如一
件艺术品。 因而请他砌灶头的人
家很多， 他常常起早搭夜一天砌
两顶灶头。

灶头的主体是灶面上几个大

小不一的圆孔， 圆孔上面安放着
铁镬子即铁锅。镬子上面盖镬盖，
镬盖有平盖与高盖两种， 以前都

是用木片做的， 后来出现过铁镬
盖。高镬盖盖在镬子上，好像给镬
子戴上了一顶高耸的帽子。 镬子
的下面则是灶肚。 柴草在灶肚里
燃烧，为镬子里的水、米、菜加热，
从而烧成开水，做出饭菜。一般人
家的灶头， 灶面上左右安放两只
大镬子。 两只大镬子中间安放一
只口小底深形似罐头的铁锅 ，这
是“汤罐”。前端再安一只小镬子，
我们称之为“锅镬 ”。灶肚里的柴
火是不能直接为汤罐锅镬加热

的， 但可以利用柴火旁逸的火焰
及余热温热其中的水。所以，汤罐
及锅镬一般不能用来烧水做饭

菜， 安放的目的是在用大镬子烧
饭做菜的同时顺便温热其中的

水，可作揩面?脚等用。安放两只
大镬子的灶头叫 “两眼灶 ”。大户
人家会砌三眼灶甚至五眼灶 ，但
少见。在灶头的背面，对着每只镬
子底下的灶肚开着方口， 可通过
方口把柴草塞进灶肚烧火。 灶后
则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是置放柴
草的地方， 也是烧火人烧火的地

方。
以前的文人写傍晚的农村

“炊烟袅袅”。 这充满诗情画意的
语句， 描写的就是农家烧饭做菜
时灶头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气 。
砌灶头的屋子一般称 “灶头间”。
以前农村里没有自来水， 为了便
于用水， 就在灶头前的一侧安放
一只大水缸。 用挑水担桶到水桥
头挑河水倒入水缸， 再往水缸里
放点明矾。 这样， 一缸水清澈见
底，可以用上好多天。灶头间里都
会备有舀水的器具， 一般是一种
口大而圆，底小且平，并装有木柄
的勺子，且一般是铜制的。这种铜
制的勺子会有两只。 大的那只我
们称之为 “广勺 ”，小的则为 “铜
勺”。考究的人家常常把广勺铜勺
擦得黄亮亮的。

夏日在灶后烧火嫌热。 但冬
天在灶后烧火可取暖。所以，冬天
时人们往往争着“孵灶前”烧火 。
那时，一般人家是女主人“上灶”，
即动用铜勺铲刀舀水下米做饭 ，
起油头炒菜烧鱼肉。男人就“做下
手”，在灶后负责烧火。

我的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 ，
日常离不开老灶头。 二十年前住
进了动迁房，用上了燃气灶，生活
惬意多了， 但仍忘不了用老灶头
烧饭做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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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美好
高明昌

我想去江南路菜场 ， 从老爷爷 、
老奶奶那里买点青菜回去。我很早就
习惯了这个做法，这也是爷爷在世时
对我的要求。 今日买哪一位的菜，还
没有想好 ， 我来到了一位老奶奶摊
前 ， 想撩开老奶奶用薄膜遮住的蔬
菜 ，老奶奶疾快地伸出手 ，挡在我手
的前头 ，轻声说 ，弟弟 ，湿的呀 ，我来
弄。我缩回了手，不是怕湿手，而是想
让老奶奶的那份爱得到呈现，也温暖
我一下 。老奶奶问 ，弟弟 ，你买多少 ？
我说多点。老奶奶说，买两斤吧，明天
再买。老奶奶自做主，给我秤了两斤，
然后将菜放进尼龙袋后递给我。我真
想说奶奶真好 ，但我没有说 ，说不出
来 。我已经没有奶奶几十年了 ，我愿
意眼前的奶奶就是我奶奶。我愿意明
天再来。买菜是一个开心连着一个快
乐的幸福时光 ， 心里就涌出一个感
受：人间美好。

记得，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深秋，我
到吴江八圻镇的石头村去。去这个村，
需要乘三刻钟的水船。人在船上停，船
在河面行，两边都是白亮的芦苇，越往

里开芦苇越多，到后来就成了芦苇荡。
我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致，新奇、兴奋，
侧身将一只手放进了水里， 手心不时
地舀起水来 ，用力过大了 ，水就溅湿
了身旁一位青年的衣裳，我急着要向
青年致歉 ，却看见了那张亲切 、随和
的脸，青年人说，没有事情的，我正想
洗手呢。 说完低头将手伸到了水里，
双手对搓了四五下 ， 一切顺达与安
宁 。回望那青年 ，我看见他正看着芦
苇，神情专注。那时的我等着下船，我
要正式表达一下我的敬意。 下船后，
大家走散了 ，我人前人后地找 ，找不
到 ，却看见一个人坚实的背影 ，像极
了那个小青年，但我没有奔过去。此时
的我认为致敬已经多余， 因为像他这
样的人，心胸、境界，已经装得下任何
的意外， 再找纯粹是安慰自己， 自私
了。我决定不找了，走了，但到今天，那
个洗手的动作，那个亲切的神情，时不
时地浮起、想起。

好几年前的那个暑假， 我在古华
路上走。 路两边行道树的树杈相互交
错，路面铺了一层碎影，风轻拂着，像

是母亲温柔的扇子风，清幽、清凉。不
多时，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母亲，一碰
面就说，您是高老师哇？我说是的。我
想跟您合个影。我问为什么？她说，我
女儿是育秀学校的学生，前天回来，告
我她得到了一本您的签名著作， 我要
和您拍张照，我要让女儿看一下，我与
您在一起。我有些愕然，想拒绝，但我
很快理解了这位母亲的心思： 在这么
个年龄段，任何一个来自现时的、身边
的成功，即使是微小得不起眼，也是一
种实在的比照，比照总是有作用的。我
情愿做个参照物。是的，一个作家的写
书、出书，甚至合影以外的话题，对有
的人说来一定有意思，有意义，特别对
纯真的孩子。 真希望这位母亲能找到
美丽的解释与孩子交流、分享。我同意
了， 咔嚓声过后， 我以为做了一件好
事，我们都期待孩子的未来是灿烂的，
但灿烂需要一片阳光，阳光是母亲，以
及母亲认可而找到的那些很微妙，很
微小的事情。

人世间数不清的美好，有许多是别
人创造，只有懂得关照，阳光才普照。

也说老灶头
屠林明

夏天的雨
唐晓倩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
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
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
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戴
望舒的这一首《雨巷》，醉倒了多

少爱诗的人，更是我少女时代唯一的浪漫与向往。
为了寻找这份浪漫，在十八岁的那一年初夏，一

个寂寥的周末、一个闷热的雨天，特意拿着那顶漂亮
的蕾丝花边小花伞，一个人悄悄从南桥出发，坐车去
了一次浙江西塘。

可能是心情特别好的缘故， 又或者对雨中的小
巷有着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所以，感觉南桥到
西塘的距离不远，好像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因为下雨
的原因，那天西塘边的游人不多。我买了一张门票，
走过一段不算太长的过道。我要去寻找，戴望舒笔下
的那个“雨巷”。

沿着绿柳依依的河岸，穿过一个长廊，转弯后，
果然看到了一处长长的巷子， 在雨中， 一眼看不到
头，似乎真有几分诗人笔下的浪漫。我撑开花伞，走
入雨中。沿路没有丁香花，也没有丁香一样忧愁的姑
娘，反倒是我，成了那个雨中守望的人。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白墙黑瓦上，能听到“啪
嗒、啪嗒”的声响，雨点打碎了诗意。由于平时游人较
多的缘故， 小巷里基本很少看到青苔， 偶尔看到些
许，我思维的触角，便不由自主地又游移出去，搜寻
浪漫的痕迹。起风了，雨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越过我
的花伞，落在身上，不一会儿，肩膀、裙摆都被雨水打
湿了，这狼狈的形象，让满心的浪漫也烟消云散。我
紧紧挨着墙根，手里的花伞随风乱颤，我紧握着、躲
避着，尽量不让雨点打到身上来。我急匆匆步行在雨
巷中，全然没有了来时的诗意。

夏天的雨，一阵一阵，像孩童的脸。刚刚还是瓢
泼大雨， 等我走出巷子的时候， 不过十几分钟的时
间，雨已经停了。我抖了抖湿漉漉的裙摆，本想坐车
回去了，又一想，这一趟来回，不把西塘看个够，岂不
白来了？于是，收起花伞，甩了甩伞上的水滴，来到游
船码头，买了张船票，与几个不认识的人拼了个船。
摇船的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叔，不苟言笑，与这阴沉
的天气非常匹配。那三位游客兴趣很浓，也不管摇船
的大叔一脸严肃，当船穿过石桥时，她们开心得欢呼
雀跃，手机更是不离手，似乎不把这美景刻入心底，
决不罢休。我倒是安静地靠着船舷，看远方的树、远
方的人、远方落在水中的雨打出的一圈圈涟漪……

那次西塘之行， 虽然没有让我充分感受到戴望
舒笔下的诗意，但是，江南古镇的唯美，却已深深地
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一首诗，我爱上了夏天的雨，
总觉得夏天的雨充满了诗意。 等过了浪漫的年纪，
遥想起十八岁那年的西塘， 再回味这首诗， 依然觉
得余味无穷。

诗言志

叶兴华

小暑，从梅雨中款款走来
温暖
我的瞬间

经过梅雨淬体

通过阴阴湿湿的考验

小暑从雨季里

走进七月

乱红虽已飞过

夏花依旧灿烂

荷以守望的姿势， 为夏
站成一道恬静清丽的风景

蛙声， 在浅水处
此起彼伏

蝉鸣， 在池树上
一波三折

湿漉漉的歌谣

被晚风滴滴嗒嗒地摇曳

萤火虫艰难地提着灯笼

一抹濡湿的负面情绪

只能摁在心底

一点一滴地消化

忽明忽暗

“雨近黄昏总不停” 的记忆
还绾结在心头

我在暑热里捕捉诗句

摆渡今晚

古巷花雨中的夜色

岁
月
悠
悠

本报讯 （周燕萍 王 晗 文/
陈 祥 摄 ） 7 月 11 日下午至 12
日上午， 南桥镇召开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总结上半
年工作， 重点提出下半年工作目
标和任务 。 大会主席团成员瞿
磊、 金春元、 王建恩、 陶月华、
甘德富、 王君华等以及镇党委、
政府班子成员陈晓维、 狄雪芳、
黄静、 张丹宁、 冯云、 汤琮璀、
佘洁琼、 何平及主席团其他成员
共同在主席台就坐。

镇人大主席金春元主持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维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

告 。 今年上半年 ， 南桥镇锚定
“争当奉贤排头兵” 的目标不动
摇， 有效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交出了一份难中有为、 干中有成、
稳中有进的年中答卷。 一是经济
运行向稳向好； 二是新城建设有
力推进； 三是乡村振兴全域实施；
四是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五是民
生福祉持续增强； 六是政府建设
不断深化。

下半年， 南桥镇将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统推进
“四新四大” 相互赋能融合发展，
提振信心 、 锻长补短 、 开辟赛
道、 奋勇争先， 确保圆满完成各
项年度目标任务。 全镇将重点推
进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以动力增
动能， 进一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 做大特色产业， 形成 “从有
到强” 的增量突破。 二是以建管
提品质， 进一步塑造城市发展新
优势 。 高处着眼重规划 ， 谋全
局、 谋长远， 以高品质规划引领
城市高质量发展。 三是以先行争
先进， 进一步打造全域振兴新样
板。 加快实现 “农业强”， 做强
都市现代农业。 全力实现 “农村
美”， 奋力实现 “农民富”。 四是
以绿色促发展， 进一步探索生态
建设新路径。 不断深化污染防治
攻坚， 把保护生态提升环境质量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五是以民
生聚民心， 进一步书写民生福祉
新答卷 。 推动民生保障服务再
“提质 ”， 社会事业发展再 “提
速”， 基层治理水平再 “提升”，
平安南桥建设再 “提效”。六是以

决心争决胜， 进一步展现政府建
设新气象。坚持忠诚为政，让政府
工作更有高度；坚持高效勤政，让
政府工作更有力度； 坚持依法行
政，让政府工作更有尺度。

12 日上午， 各代表组开展分
组讨论，审议镇政府工作报告、镇
2022 年财政决算报告 （草案）和
2023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 镇 2022 年财政决算报告
（草案）的决议。

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了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镇人大办公室主任， 并表决通过
镇 2022 年财政决算报告的决议
（草案）。

镇党委书记瞿磊主持会议并

向大会胜利召开表示祝贺。 他表

示，回顾上半年，全镇上下万众一
心、团结一致，在“开局之年”焕发
出坚定昂扬的精神面貌； 快人一
步、抢占先机，在“开局之年”淬炼
出主动作为的赶考心态； 矢志不
渝、笃行不怠，在“开局之年”展现
出锐意进取的奋进姿态。 今章为
基，南桥使命在肩、重任在前。要
更清醒认识到， 南桥机遇之好前
所未有，更充分认识到，肩上责任
之重前所未有，更深刻认识到，施
展舞台之大前所未有。 要紧跟核
心、 紧扣中心、 紧贴民心 “好好
干”；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努力干”；要紧盯目标、铆足
干劲、开足马力“加油干”。

新当选的南桥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汤琮璀、 南桥镇人大办公室
主任王群与全体代表见面并宣

誓。
南桥镇五届四次人代会在完

成各项议程后圆满闭幕。 南桥镇
将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
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茬
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为
建设“绿色生态、实力强劲、人民
幸福”美丽新南桥接续奋斗。

南桥镇举办村干部培训班

对党忠诚，打造政治坚定的班子奉贤区街镇党委书记“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访谈

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

南桥镇召开重点工作和警示教育大会
以“大视野”谋“大局势”

主办：
中共奉贤区南桥镇委员会

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

E-mail:nqxx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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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桥之为奋力走好新征程

本报讯 （王 晗 ） 7 月 5
日至 7 月 8 日 ， 镇党委副书
记 、 镇长陈晓维 ， 镇党委委
员 、 武装部部长张丹宁 ， 镇
党委委员 、 副镇长冯云等赴
北京 、 雄安开展招商引资考
察活动 ， 就深化合作 、 共谋
发展进行深度走访交流。

陈晓维一行先后前往俐玛

光电 、 启迪应急 、 双创街 、
首钢园 、 中茶 、 中交雄安等

多家知名企业 ， 了解投资需
求 ， 对接投资意向 ， 寻求合
作机会。

全力以赴抢抓机遇， 合作
共赢 。 下阶段 ， 南桥将紧紧
围绕 “五个创新”， 聚焦四大
新兴产业 ， 在产业发展 、 城
市建设 、 乡村振兴等方面与
企业开展更宽领域 、 更深层
次的务实合作 ， 为南桥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本报讯 （南 轩） 近日， 奉
贤区街镇党委书记 “高质量发
展” 融媒体访谈来到了南桥镇。
南桥镇党委书记瞿磊在访谈中

表示， 未来， 南桥镇将全力以
赴， 加快更高质量发展， 推动
更高效能治理， 创造更高品质
生活 ， 以南桥之为奋力走好
“绿色生态、 实力强劲、 人民幸

福” 的发展新征程。
高点谋划城市布局。在老城

宜居片区，南桥镇规划了“贝港
720 城中村 ”改造项目 ，铸就新
城融合共生新样本。项目动迁签
约已于今年 4 月 21 日启动，计
划 4 年完成整体改造。未来，720
区域将建设为集居住、 商业、教
育、公服、休闲、办公、生态等功

能为一体的中央文化生活区、城
市更新样板区、 生态宜居示范
区，让每一位百姓都能感受到城
市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 以此
项目为起点，南桥镇将以一流的
城市功能、 一流的产业体系、一
流的服务功能引才聚才，助推奉
贤新城的整体建设发展。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王 晗） 7 月 11
日下午， 南桥镇召开重点工作
大会、 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
大会。 镇全体区管干部出席，
区纪委常委、 区纪委监委组织
部部长陈刚受邀出席。

镇党委书记瞿磊表示，要
提高站位，以“大视野”谋“大局
势”。 南桥作为奉贤排头兵、先
行者， 必须拿出更实举措苦干
实干拼命干， 对照更高标准创
新创业创奇迹， 要看清大局大
势，看懂发展趋势，看明自身定
位。 要笃行致远，以“大毅力”
干“大事业”。 要积极抢抓奉贤
新城建设、 自贸区新片区发展
等历史机遇，凝心聚力谋发展、

团结拼搏向未来， 走好经济高
质量发展、城乡高水平建设、民
生高品质提升之路。 要咬紧牙
关，以“大决心”显“大担当”，下
决心拔头筹、立标旗，奋勇冲刺
完成下半年目标任务。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
维主持会议并表示， 要时不我
待， 只争朝夕， 深刻把握南桥
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大局环境的

总体形势， 奋力作为。 要攻坚
克难 ， 勇于担当 ， 在经济发
展、 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等工
作上久久为功， 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 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要勇于创新， 主动作为， 增强
奋勇争先的斗志， 激发敢闯敢

试的自觉， 将南桥的各项工作
放到全区全市的发展大局中，
与大局同步， 与人民同声。 要
提升底线意识、 法制意识， 注
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 争当表
率， 把想法变成办法， 把思路
变成出路， 把态势变成优势，
努力创造出色出彩出众的一流

业绩。
区纪委常委、 区纪委监委

组织部部长陈刚作廉政教育专

题讲座。
镇党委副书记王建恩部署

党建工作。 镇党委委员、 纪委
书记、 监察办主任狄雪芳通报
纪委工作。 镇党委委员、 副镇
长冯云部署经济工作。

本报讯 （高佳怡 ） 7 月 5
日至 7 月 7 日 ， 南桥镇举办村
“两委” 班子成员及村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培训班， 全镇 11 个村
共 50 名村 “两委” 班子成员和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参加 ， 进
一步打造高素质村干部队伍。

7 月 7 日下午， 镇党委书记
瞿磊出席结业仪式 ， 他要求全
体村干部 ， 突出对党忠诚 ， 打
造政治坚定的班子 。 要强化科
学理论武装 ， 加强政治能力建
设 ， 夯实党的组织建设 。 突出
敢闯敢干 ， 打造善作善成的班
子 。 要明确目标 ， 找准问题 。
村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 “一线
总指挥”， 班子成员要根据各自
职责具体抓 、 抓具体 。 要守住
规范底线 、 安全底线 、 维稳底

线。 突出人民至上， 打造作风过
硬的班子。 要密切联系群众， 真
心服务群众， 想问题办事情。 充
分发扬民主， 要把全过程人民民
主贯穿到乡村振兴全链条中。 严
格廉洁自律， 心有所戒、 心存敬
畏， 行不逾矩、 行有所止， 守住
底线、 不踩红线。

镇党委副书记王建恩作开班

动员。 他希望全体村干部思想政
治上 “迈齐步”， 要坚定理想信
念， 要筑牢对党忠诚， 要站稳人
民立场。 工作能力上 “迈实步”，
调查研究要有深度， 改革攻坚要
有效度， 群众工作要有温度。 干
事作风上 “迈稳步”， 牢固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 锤炼真抓实干工
作作风 ， 时刻绷紧廉洁自律底
线。

南桥镇赴京等地开展招商引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