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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夫

在近代史上 ! 常说洋人 "传教

士# 进入中国后! 做善事办起了育婴

堂$ 其实 ! 这一救济贫苦的慈善举

措! 我国清代官员在十九世纪初便实

施了! 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陶澍$

嘉庆年间! 陶澍在京做官! 就任

翰林院! 常见衣衫褴褛% 无处栖身的

乞丐和抛于街头的弃婴$ 于是! 他动

员京中同僚量力捐款 ! 在朝阳门外

择地办起了收养所 ! 取名 &悦生

堂'! 专门收纳无依无靠者$ 诚如陶

澍在 (京师悦生堂总簿序 ) 所言 *

&同时诸君子翕然一心 ! 解囊捐助 !

五年于兹 $ 每岁冬春 ! 收养老病残

疾百余人 ! 衣之食之 ! 以之庇之 !

俾旦夕就殍者 ! 得以出沟壑而跻于

有生之域! 是诚可悦也已$' 五年后!

陶澍离京出任地方官才交由他人接手

续之$

嘉庆二十四年 +

!"!#

,! 陶澍授

川东兵备道$ 川东地区贫瘠! 他触目

即见被遗弃的死婴 ! &不胜骇怛 '!

命巴县县令率先办起了育婴堂! 然后

迅即在川东推开 $ 他为此建立捐款

册! 自己带头捐款! 并督促辖区内官

员多做善事! 救助贫民$ 四川总督蒋

攸盛赞* &人到一处! 数月方悉情

形! 惟陶某一到! 便透澈无遗'! 并

奏报皇上! &+陶澍, 治行为四川第

一! 堪胜大任'$

道光元年 +

!"$%

, 十月! 陶澍

升任安徽布政使$ 到任后! 他第一件

事就是亲赴安庆视察育婴堂$ 得知经

费奇缺! 难以为继! 数百名婴儿饥寒

交迫 ! 挣扎在死亡线上 ! 他当即捐

银! 且令官员捐款! 还特设劝捐簿!

为其所作的序言中 ! 引用 (诗经 )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的句子! 告

诫 &诸君子胞与为怀'$ 陶澍为一所

洪水后重建的育婴堂题写的楹联更是

彰显其体恤民情的境界* &父兮生!

母兮鞠! 俾无父母有父母! 此谓民父

母- 子言似! 孙言续! 视犹子孙即子

孙! 以保我子孙$'

道光五年 +

!"&'

,! 陶澍擢江苏

巡抚! 后又升为两江总督 ! 兼理两

淮盐务 $ 尽管政务繁忙 ! 但他初心

不改 ! 倾注大量心力动员社会力量

救济贫苦$ 他所辖理的江苏% 安徽%

江西三省水灾频仍 ! 为纾解民困 !

亲撰 (三省水灾劝捐告示)! 劝告富

人和官员减少享乐多救人命 * &饥

民一日得米三合 ! 便可不死 $ 计一

岁中 ! 每一石米可救一人不死..

省一筵宴之费 ! 可活几人 - 省一交

际之费! 可活几人- 省一土木之费!

可活几人..是随时随地皆可以活

人- 即随意随缘! 皆可以造福$' 由

此可见 ! 关心民瘼乃是陶澍心目中

的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 的功德之

举$

陶澍大智大勇! 精勤为政! 道光

帝褒扬他 &办事实心'! 这从他兴办

育婴堂和收养所等慈善业可窥一斑$

道光十九年 +

%"(#

,! 陶澍病逝于两

江节署 ! 时年
)$

岁 $ 依尚书例赐

恤! 谥号 &文毅'! 晋赠太子太保 !

入祀贤良祠! 并祝名宦祠! 于海州建

立专祠$ 直到光绪五年 +

%"*#

,! 清

朝名臣张之洞和张佩纶依然赞誉和推

崇陶澍! 称* &道光以来人才! 当以

陶文毅 +陶澍, 为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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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路

这本为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

权和社区建设处% 上海市街镇工

作协会主编的 (上海街镇社区治

理经典文集) 今年初问世$ 国家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为此书作

序 $ 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会刊

(上海街镇) 将
&+%'

年至今在

该刊刊登的有关街镇% 村居全面

落实中共上海市委&

%,)

'文件精

神的部分文稿和实践经验文章汇

编成册$ 全书分为 &贯彻一号课

题'&做强社区党建'&做精社区管

理'&做细社区服务'&创新社区治

理'等
%'

个部分! 共收录各类文

章
%&+

余篇$ 该文集展示了特

大型城市基层社区由 &管理' 走

向 &治理' 的探索实践风采! 彰

显了上海城乡社区建设全面深

化% 创新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资料显示 ! 自改革开放以

来!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

成就! 但随之基层社区也在新的

浪潮涌动中发生一些新变化% 新

情 况 ! 遇 到 了 一 些 新 挑 战 $

%##)

年上海市委% 市政府首次

召开全市城区工作会议! 基层社

区由 &管理' 走向 &治理' 成为

一大标志$

&++-

年! 市委% 市

政府根据特大型城市社区管理特

点! 提出 &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

管理'! 要求实现 &社区党建全

覆盖% 社区管理网格化% 社区服

务实体化'! 扩大了社会力量参

与社区建设面! 基层社区管理和

社区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社区建

设全面深化! 为新时代社区治理

探索打下了扎实基础$

&+%-

年! 中共上海市委开

展 &创新社区治理! 加强基层建

设' 一号调研课题! 开启了 &社

区管理 ' 向 &社区治理 ' 的转

变! 将上海社区治理推向改革创

新阶段$ 创新社区党建! 做实基

层组织- 创新街镇体制! 做实基

层建设- 创新基层自治! 做实基

层基础- 创新队伍建设! 做实基

层力量$ &一号课题' 最终形成

&

%,)

' 系列成果文件 $ 由此 !

市% 区% 街镇% 居村四级纵向贯

通% 部门横向协同% 政社互联互

动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党

建引领% 重心下移% 服务靠前%

多方参与% 做实基层力量% 强化

信息支撑% 加强法治保障的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日臻完善$ 上海从

&社区管理' 向 &社区治理' 的

实践充分说明* 社会治理的核心

是人! 重心在城乡社区! 关键是

体制创新$

上海街镇在创新社区治理%

推动社区发展中! 以人为本! 从

实出发! 思路超前! 手段与方法

可谓 &各显神通' &百花齐放'$

因文章多来自一线街镇社区! 因

此读来可亲可信% 说服力强$ 文

集具有浓郁的 &烟火气'! 既是

一部可参阅的社区建设工具书!

又是一部特色荟萃的社区生活集

锦$ 书中分别介绍了长宁区虹桥

街道党工委 (努力构建 &三建融

合' 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 浦

东新区高行镇 (做实 &三格 '%

织密 &四网' 创新城市精细管理

模式 ) % 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

(创新* 一切为了更好地服务群

众) 等有关街镇在探索社区治理

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的一系列做

法$ 它们的成功经验可为各街镇

所借鉴 ! 同时也拓宽了基层党

委% 政府以及一线干部% 广大社

区工作者加强社区建设% 创新社

区治理的眼界与路径$

如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就

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各种社会力量

统筹% 整合% 引领作用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 虹桥街道区域内聚集着

'&

幢商务楼宇%

(+++

余家企业%

'&

家驻区单位% 逾
"

万名从业人

员% 近
#

万名常住居民 ! 辖区资

源丰富! 社会各方融合需求度高$

为此! 该街道因地制宜! 在推进区

域化党建中重点推进 &三个 ' 融

合! 即强化核心% 观念融合! 交叉

任职% 力量融合! 目标引领% 需求

融合! 着实激发了驻区单位主动参

与区域化党建的能动性$ 他们还创

造性地提出了 &居民区
,

楼宇联合

党支部 ' 等
(

种 &交叉任职 ' 同

创共建模式! 并形成了相关责任清

单% 签署了运作共建协议% 实施了

互利双赢共建项目% 提出了 &三情

家园' +亲情% 融情% 暖情, 党建

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一个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 要不断夯

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 实践是

最好的试金石$ 我想! 随着新时代

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效能持

续显现! 特大型城市社区治理必将

能激起众人希冀% 甘之如饴的 &一

池春水'$

!

并非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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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一新

苦瓜因瓜肉% 瓜瓤味苦而

得名$ 有趣的是! 苦瓜虽苦!

却有 &君子菜' 的美名! 也就

是说苦瓜若与其他食材一起煮

或炒! 不会传染苦味$ 苦瓜也

有个好听的别名 ! 叫做锦荔

枝! 熟透了的苦瓜! 浅绿中和

着一半橘红 ! 有玉石般的光

泽$ 我曾去台北故宫观赏过一

件苦瓜的玉雕! 取名就叫白玉

荔枝! 如硬生生叫白玉苦瓜便

不讨好! 从中可以想象给皇家

进贡的人的煞费苦心$

苦瓜的味道并不讨巧! 孩

子们不爱吃的多$ 我记得小时

候! 只要每次餐桌上有苦瓜这

道菜! 我便不会下筷了$ 母亲

每次做苦瓜之前! 把切好的苦

瓜先放进盐水中浸泡一下! 把

苦水挤出! 再用冷开水反复冲

洗几遍! 然后炒食! 这样苦味

便减轻了$ 我长大成年后! 慢

慢就了解了母亲的用意! 喜欢

上了这种 &苦味'$ 多吃苦瓜!

不仅可以享受到身体健康的

&甜'! 更从苦瓜的 &苦' 味中

悟道出一种经典的人生哲理$

盛夏! 人易中暑! 加之多

雨湿热! 吃苦瓜对身体极有好

处 ! 具有清热暑 % 明目解

毒% 利尿凉血% 解劳清心% 益

气壮阳的功效! 故民间有 &夏

有苦味心自清' 之说$ 苦瓜做

法多样! 除了凉拌! 可炒可煲

亦可汤$

家中吃苦瓜! 最常见的便

是肉片炒苦瓜$ 把鲜肉和苦瓜

均切成片放入碟中! 用细盐搓

揉拌匀! 再用凉水漂洗减去苦

涩味$ 食油旺火起锅! 姜丝%

蒜泥% 辣椒加料酒与肉瓜片一

起翻炒! 再加高汤% 胡椒粉爆

炒! 便可端上餐桌$ 用筷子夹

一小块放进嘴里咀嚼! 脆脆的

一丝纯正的苦味儿顺着喉咙进

入腹内! 实在妙不可言$

还有一菜叫苦瓜?排骨$ 在

中国菜的烹饪方式中! &?' 是

最优美安静的一种$ 小小的火焰

温和地晃动! 木讷的陶煲缓慢升

温! 没有一丝声息! 而煲内是微

微的波澜! 有游丝般的香味从有

限的细隙中渗出$ 在这香味里!

你一边将一条苦瓜洗净对剖% 去

籽% 斜切成弯弯的厚片! 用盐腌

渍出碧绿的汁液 ! 然后倒入煲

内! 当苦瓜汁大部分被收入肋排

中! 再加入苦瓜片! 盖上盖子用

中火焖一焖即可离火$ 粉红油亮

的肋排充满世俗气息! 苦瓜却是

脱俗的 ! 坚定地葆有青翠的颜

色! 初看像一对不般配的伴侣!

口味却如苦自知的经年爱侣一

样! 有着深刻的谅解% 融合和默

契$

若是苦瓜入汤! 可以去火!

增进食欲$ 我最爱喝的是酸菜苦

瓜汤! 先将苦瓜去蒂剖开切成厚

片! 与酸菜一起炒香! 然后加开

水煮放入葱花即可$ 喝了此汤!

你会觉得入口汤鲜味苦而酸! 回

味却爽口清香$

生活中! 大多数人可以接受

酸或甜食! 对于苦瓜的那种苦味

往往难以接受! 苦瓜也不会像一

个满腹委屈抱怨的怨妇一样! 将

自己的苦反复诉说! 只是静静地

收藏独自品味 ! 因为它知道苦

也可以留香 $ 说到人生中的苦

味! 那是常有的% 避免不了的!

然而又是直达你的内心的 ! 会

让你清醒 ! 会让你知道人生旅

途中 ! 除了光鲜明媚 % 甘美膏

腴! 还有一些令人回味的苦味!

而这种苦味往往比其他的味道

更真实深刻$

夏日有苦瓜相伴! 那不再是

苦夏了
.

人生有苦味相随! 那更

是吃得 &苦 ' 中苦 ! 方谓尽甘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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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盟

散文集(微尘) 的作者陈年喜! 曾做

过十六年矿山爆破工! 他用温柔且又充满

力量的口吻! 讲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

动者$ 故事中有散发淡淡苦杏仁味道的炼

金工% 双手浸满漆毒的割漆工% 吼着嗓子

唱老腔的背矿人..野猪将天麻% 猪苓破

坏殆尽! 年仅七旬的李学才迫于生计向野

猪扔石块想驱赶它们! 却被野猪所伤- 王

金锁养了只叫宝财的猎狗想擒拿野猪! 却

两败俱伤- 小黑用高压电抵御野猪! 却因

捕猎国家保护动物的罪名进了看守所$ 读

野猪凶猛篇时! 我几度落泪! 即使卑微如

尘! 依旧在热烈地活着! 我明白这是我一

辈子都不可能了解的另一种人生$ 劳动者

的风! 吹动他们的前程! 也吹动身后沉默

的黄土$ 这是一本献给底层无名之辈的

书! 却也是如王小波所说的 &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的大作$

合上书本! 眺望窗外$ 即使微尘也有

分量! 即使微尘也有价值 $ 在疾病和痛

苦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尊卑高

低$ 正如疫情下的上海! 每一个 &逆行'

一线的背影都是微尘! 却终能汇聚无限

力量$ 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变异株 ! 病

毒变得越来越狡猾$ 如今的上海堪比战

场! 医务人员就好比战士! 疫情可以叫

停一座城市! 却叫不停无数奋斗在一线

的身影$ 医务人员冲锋在前! 进入封控

楼栋采样 ! 直面可能已经感染的居民 !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他们 &逆行' 的背影在防疫期间点燃生命

之火$

非苦难! 不成长$ 歌德曾说* &没有

在长夜里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当苦难降临时! 坚强不算正能量! 笑着坚

强才算! 即便在最恶劣的境遇! 我们仍然

有不可被剥夺的精神自由$ 文王拘而演周

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 乃赋离

骚!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仿佛我们一生

都在和苦难做斗争$ 纵观整个历史! 卧薪

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越王勾践 ! 开创

&孝宣之治' 的汉宣帝刘询! &高筑墙!

广积粮! 缓称王' 的明太祖朱元璋! 真正

的强者从来都是饱经风霜! 却又在最恶劣

的境遇中成长% 奋起$

或许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但总有些生

命吸引着我! 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那些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人! 那些奋战在一线的

人! 那些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感受到

烟火气息的人$ 苦难面前人人都似微尘!

而那些在认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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