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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丽花

40 多年前的海湾旅游区是一
片荒凉的滩涂，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芦苇丛，由于交通不便和土质的局
限，我们的一日三餐是渔船上卖剩
下的小鱼小虾和糙米饭（咸碱地不
适合种植水稻）；从小接受的教育
是课堂上老师夹杂着乡音的普通
话；偶尔跟着父母去县中心开眼界
是坐在闷热的车厢内颠到反胃的唯
一线路的公交车——南靶线。这样
一个落魄的小渔村从 1979 年成立
新海人民公社筹建组，1984年建立
奉新乡，1994 年撤乡建镇，1998 年
建立海湾旅游区，见证了改革开放
以来不断“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发
展轨迹。

美在生态
地少、人少、资源少……受历史

遗留问题的羁绊，村貌的改善往往
受到各种制约和阻碍。

随着无违村居、和美宅基、河道
治理深入乡村，海湾旅游区的面貌
得到了迅速改善。曾经浑浊凌乱的
小河浜打通梳理后清澈了不少，河

道两边新建的跑道、公园，为居民们
茶余饭后增添了不少乐趣，钓钓鱼、
走走路、聊聊家常。以前河道水质
很差，河道两旁都是垃圾，现在经过
清理，水清了，又能听见青蛙呱哇呱
哇的叫声了。从没想过自己生活的
村庄可以如此美丽，尤其是春天公
园里各种花香，有种生活在影视作
品中的感觉。

文化为魂
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与灵魂。随着社
会发展，我的家乡越来越有内涵。
文化已不仅仅是过去简单的接受教
育，现在的旅游区被四所大学浓厚
的文化氛围所围绕，除了平时带着
女儿去大学校园走走，沐浴文化的
熏陶。我更喜欢带着她逛逛我们家
门口的知青博物馆，通过观看图片
和实物，或是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
解，或是仔细观看知青的遗物……
感受知青之旅，这不仅仅是重温历
史，更是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告诉孩子：“我们没有理由去挥霍
青春，我们有的只是踏着知青前辈
们的足迹，不负历史使命，做更优

秀的自己。”
爱在家乡

坐拥青山绿水之中，远离都市
喧嚣空气清新，登上老屋屋顶，这里
的海湾很开阔，还没下海已经感受
到舒服的海风，听着海浪声，沐浴着
阳光休憩一番：“我的家乡就像是一
本书，远离繁华的闹市，在这个不大
的地方，能收获一段悠闲的时光。”
曾经出门在外打拼的伙伴们都回来
了，他们常常感慨：“能给自己带来
快乐忘却忧伤的只有这里。一面滩
涂，一面大海，坐等春暖花开。”

如此美丽的变身，离不开一代
代海湾人的接力和奋斗。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立足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发展基础，我们终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我身边的“奉贤美奉贤强”征文选登

从荒凉的滩涂到温暖的家园

□记者 孙 燕

时下，四团镇“平安蟹”这个
奉贤本土蟹进入秋捕旺季，但每
天只有 800 只平安蟹上岸，供食
客享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曾
因该镇平安地区盛产此蟹而得名
的平安蟹，如今因“养成不易”而
逐渐稀少，平安蟹成为了比较稀
罕的农副产品之一。

徐福珍是当地资深养殖户之
一，4 亩蟹塘里藏着近 4000 只平
安蟹。前几天，一接到老客户的
电话订单后，迎着夕阳，徐福珍当
下便穿起下水服，拿起三角形的
抄蟹网，一边往水里走，一边将抄
蟹网没入水底进行捕捞。同一时
间，在另一个蟹塘内，蟹农黄建荣
也拎起了地笼网，只见，一只只平
安蟹挂满网兜，肥硕的大钳子在
空中张牙舞爪，劲道十足。即便
这秋捕的场面依然热闹非凡，但
徐福珍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
代，平安地区因靠海，便大规模时
兴养蟹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养
蟹，“但这个蟹从蟹苗到捕捞，周
期要三年左右才能卖，就算再着
急，也要等两年。相比养殖虾、鱼
等其他水产来说，养蟹的成本高、
利润少，因此很多蟹农都转行
了。”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四团镇
平安地区，持续养蟹的只有五六

户人家了。而这，也是是平安蟹
“限量供应”的主要原因。

即便对于蟹农来说，养蟹卖
蟹这桩买卖怎么算都不合算，但
依然还有人坚持。“我养了十多年
了。”徐福珍说，虽然蟹农越来越
少，但每逢蟹上市时，前来买蟹的
订单还是不少反增，“一个，这个
蟹是咸水养殖的，所以具有内河
蟹的清香味，又有海产品的鲜美
感，口感上其实比其他淡水蟹还
要好吃；另一个，我们本地人大多
都是吃这个蟹长大的，味道总归
还是老的好。”因此，徐福珍从未
想过放弃。

虽然平安蟹限量，但其大小、
口感却不“缩水”。徐福珍告诉记
者，为了把蟹养大、养肥，她做了
两件事，一件，就是放稀蟹苗，让
蟹可以充分吸收营养；第二件，是
栽好一池草，一边在蟹塘中种上
成片水草，一边又放养了近 2 万
斤螺蛳，荤素搭配的喂养，可以让
蟹长得更快，而且膏腴丰厚，“今
年，每个蟹都在三两左右，价钱也
不涨，一般一斤60元。”

听说平安蟹又上岸了，已有
不少老顾客争相前来订购，虽然
因限量蟹不愁卖，但蟹农们依然
希望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这只蟹，

“总归希望这个味道能一直流传
下去。”

日前，美谷美购广
场消费维权联络站在
广场问询处正式挂牌
成立，旨在真正快捷、
高效地处理好消费纠
纷，杜绝消极、拖延的
处理态度，力争做到投
诉处理“一步到站”。

图为奉贤区市场
监管人员正在走访美
谷美购广场联络站，就
如何及时处理消费纠
纷与矛盾提供现场咨
询与指导。（见习记者
陆婷婷/摄影报道）

□记者 孙 燕

最近，有奉贤市民朱先生来电
反映，在他家中，有一棵近百年腊梅
树，最近不知何故，不仅树身部分长
出霉斑，还有枯死迹象，希望有关专
家可以伸出援手对其诊治。

接到市民来电后，记者立即赶
往四团镇中街81号。在朱先生的家
中，记者看到，这棵腊梅树高约3米，
斜向生长的多处树干节点处，果然长
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瘤状”疙瘩，十分
奇怪。朱先生告诉记者，这些“瘤”从
去年开始冒出来，长了“瘤”以后，

“瘤”上的树枝就容易枯死。“我看到
这个情况后，就开始自己修剪枯树
枝。我自己不行，我还请人来修剪树
枝。”朱先生说，“修剪后，我还喷过药

水，已经喷了三次了，还买了两包营
养液，像挂盐水一样给树挂着，也挂
了两次，但效果也一般性。”

眼看腊梅日渐“憔悴”，朱先生
心急如焚。原来，这棵树，对朱先生
一家来说意义非凡。“是我太爷爷手
里种下去的，希望家里早生贵子，可
以开枝散叶。没想到，种下的第一
年，梦想就成真了。”朱先生说，承载
着这份美好寓意的腊梅，就这样一
直被精心养护至今，已近百年。每
逢夏天，全家人便喜欢在腊梅树下
纳凉，茂密的树叶密密叠叠，几乎晒
不到太阳；一到冬天，全家人又在腊
梅树下赏花，黄色的小花开满枝桠，
场面非常美丽。就连邻近的居民们
都会跑来欣赏。“如果它就这样治不
好了，心里真的蛮难过的。”

□记者 乔 欢 实习生 王艳婷

11月22日，在青村镇钱桥社区
金钱公路4922号的体彩网点，一位

“90 后”小伙子购买体彩顶呱刮彩
票，刮中了25万的一等奖。

据体彩网点负责人郑永华介
绍，这次中奖的是一位“90后”小
伙子，先买了两张面值 10 元的体
彩顶呱刮“三重钻石”彩票，其中
有一张中了 10 元，于是小伙子添
了10元钱合计20元又买了两张体
彩顶呱刮“三重钻石”，刮开后，
小伙子很兴奋地拿了其中一张中奖
票告诉销售员，自己又中了 250
元。销售员接过彩票认真仔细看了
看，发现中奖金额后面还没完全刮
出，于是帮他把余下的覆盖面完全
刮出后，惊喜地发现是中了一等奖
25 万元。小伙子不相信，再三仔

细看了好几遍，这才确定自己真的
是中了一等奖。

事实上，这家体彩站点11月5
日也有彩民中过一次体彩顶呱刮一
等奖 150 万，而小伙子就是看见门
口张贴的中奖喜报，想沾沾喜气试
试，没想到第一次买彩票就真的中
了。消息一传出便吸引了许多彩民
纷纷赶来沾喜气，大家都想试试手
气，成为下一个幸运儿。这家网点
一个月已连中两次头奖。

据悉，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推动体
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此
次，小伙子中奖的是体彩顶呱刮彩
票，每花10元钱购买1张，就有2元
钱成为彩票公益金。截止 11 月 23
日，2020年奉贤区体彩累计销售已
达 1.5 亿元，共为奉贤筹集公益金
750万元。

奉贤平安蟹限量上市

老蟹农留住老味道

幸运小伙意外刮中头奖
钱桥一体彩网点11月喜获两个一等奖

百年腊梅“生病”市民期盼诊治

□通讯员 王 志

年愈半百的刘清主任，同事们
都亲切地称他为“刘老师”。三十年
来，他一直战斗在抗击传染病这一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1988年7月28日，大学毕业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工作
的第二天，刘清便和一起分来的小
伙伴们坐着大卡车奔赴千里之外的
喀什参加霍乱防治。条件艰苦，医疗
队的 5 人，借住在村委会的一排土
坯房里，除了不分昼夜进行疫情调
查、消毒、实验检测外，还得轮流烧
火做饭，自己解决一日三餐。随后十
余年里，他像候鸟一样，4月份离开
乌市前往南疆开展现场防病和科学
研究，10 月份回到乌鲁木齐，年年
如此，直到防疫站变成疾控中心。
2012年9月，刘清离开了新疆，来到
了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年的一天，区疾控中心应
急值班室打电话给刘清：“刘老师，
很抱歉下班了打扰您，刚刚我们接
报一起H7N9病例。”

“下班不下班，关键看有没有疫
情，有疫情就没有下班，我马上赶到
单位。”挂掉电话后，他立刻召集科
里的同志到单位集中，不出三十分
钟，全员到位，他要求所有人员立
刻上车。

车上，他说：“情况紧急，我

们分两组，一组去医院收集患者就
诊信息和排查可能的密切接触者，
另外一组去患者家中，开展个案调
查，查找可疑病源，做好采样。所
有人做好个人防护，第一时间汇报
调查信息。”

刘清带队去了患者家中，调查
中了解到患者是在镇上农民自营产
品市场买的鸡，可是当天卖鸡的摊
主刚好没有出摊。天色已晚，当在场
的所有人员一筹莫展打算收工的时
候，刘老师说“一定要找到摊主，否
则还会有更多病例出现。”经过逐摊
询问排查，终于找到摊主，获取了第
一手有价值信息。

很长时间以来，传防科的科研
人才少、科研力量薄弱、氛围不浓，
也没有人指引科研方向。刘清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可是他也很清楚，
疾控中心是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决

策依据的，科研来不
得半点马虎，一点儿
都不能虚。所以从撰
写科研标书开始，他
手把手地教，修改了
一遍又一遍，鼓励了
一个又一个年轻同
事。他还要求每周三
下午科里全体成员集
中业务学习，提升业
务技能。

他的爱人罗卫平
老师常笑言：“刘清是个夜猫子，经
常夜里改科研报告，劝他早点休息
也不听。”跟刘清住同一个小区的同
事也说：“经常看到刘老师家的灯在
半夜还亮着。”

就这样，加入奉贤大家庭以来，
刘清的科研团队累计获得市级课题
1项，区级课题6项，指导社区科研
立项3项，编写专业书籍1部，在国
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才，有效提升
了科研氛围。当大家谈起这些时，他
总是恳切劝阻。刘清经常说：“那些
成绩都得感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
不过做业务工作，还是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潜心防病三十载 大爱无疆卫士路
——记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清

贤医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