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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符号评选 铭刻乡愁记忆

改革论坛

□王洪

经市民投票和专家评审，备受
关注的申城百个乡土文化符号出
炉。其中黄浦江、沪剧、石库门、
鲁迅、南京路、外滩、上海城隍
庙·豫园、中共一大会址、东方明
珠、徐家汇十个文化符号根据投票
数被评选为“最上海”乡土文化符
号。

乡土文化指的是一个特定地域
内发端流行、长期积淀并不断发
展，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的总和。
即便是上海这样的海派国际大都
市，同样有着本地区独特的乡土文
化，而乡土文化符号蕴含的是上海
人的生活之源和精神之根。

市民文化节组织的这次评选，
上海“十大”乡土文化符号是从本
市16个区先行评选的160项候选
名单中，经过网民再次精选投票而
出的结果。十大乡土文化符号背
后，一丝一缕勾勒出城市的乡愁乡
韵。

上海为什么被称为“申城”，
得从母亲河黄浦江说起。据传战国
时楚令尹黄歇来此带领百姓疏浚治
理，使之向北直接入长江口，一泻
而入东海。从此大江两岸，不怕旱
涝，安居乐业。人们感激黄歇的恩
德，便将这条大江称作黄歇江，简
称黄浦。后来黄歇被封为春申君，
便又名春申江，故上海简称“申
城”。黄浦两岸荟萃上海城市景观
精华，外滩、陆家嘴（东方明珠）
等“最上海”的文化景观也隔江对

望，黄浦江还兼有饮用水源、航
运、排洪排涝、渔业、旅游等价值
等多项功能。石库门建筑则是最具
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产生于19
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已有近一
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城市最早
出现的房地产形态。学者诠释石库
门对上海从小渔村到城市做了全球
性连接，它拥有生动、公共的社区
空间肌理，是上海市民的集体记
忆。

与评选相呼应，今年市民文化
节上周“区县周”活动，提出16
场精彩的特色乡土文化演出，将上
海的名胜史迹、景观地标、海派技
艺、民俗风情、特产美食等乡土文
化符号，巧妙地融入艺术之中，让
市民领略了上海五彩斑斓的区域文
化，拓展扩大了乡土文化符号的评
选影响力。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曾提出
“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要依托现有
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
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慎砍树、不填
湖、少拆房”“延续城市历史文
脉”的要求，说出了今天的人们，
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
的依恋与渴望，在快速城市化建设
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把历史
和人文作为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纳
入其中，确保人们能带着传统进入
现代，而绝非是怀着暌隔历史与斩
断乡愁的遗憾而入住水泥森林。可
以说，文化符号串联起乡土上海，
即便跻身世界发达城市之列，对于
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总需要

一片可回望的乡土，一份可寄托的
乡情与乡愁。在一道本帮菜、一曲
江南丝竹、一条小马路之间，延续
着上海独特的文化记忆。

上海各个区域有不同的风貌，
也有不同的文化记忆，把种种文化
符号串联起来，会让人们看到上海
文化的不同面相。通过征集和评选
乡土文化符号，在梳理和筛选对比
中，本身可以使现代人更加记得住
乡愁，回忆起过去，还能帮助青少
年、分布全国和国外的老上海人、
现在就职或入住的新上海人，更了
解上海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文化
渊源和过往今昔的变化。

如果说乡愁是一种故土情结，
是一种人文情怀，那么标志性的乡
土文化符号，就像是一种有情有义
的载体，一种文脉和演变的记忆，
不要小看一条道路和河流、一座桥
梁或公园，一道菜肴和民居，它们
都是乡愁的载体，都是乡愁的记
录，它让年长者回忆童年，怀念逝
去的时光和难忘故事，也让今天的
年轻人，知道上海曾经的文化历史
和典故传说，增强对上海有形的城
市遗存、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意识，增进市民一种心灵家园
和精神寄托，从而让申城的乡愁文
脉不至于成为断章，延绵不断的传
承下去。

评选上海乡土文化符号之后，
其后续培育和传播推介也是一项任
重道远的事情，需要借助各种文化
力量，不断去扩大效应，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

农村学生家庭教育亟待加强
□石路

近日，笔者在走访一些乡镇学
校过程中，听得较多的老师反映，
就是不少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关
心不够，有的甚至到了“撒手”的地
步，这直接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习、
品行和健康成长，令学校和老师十
分担忧。

这些农村家庭有的是父母外
出打工无暇顾及孩子，即使回家也
少有关心；有的是家长对家庭教育
认识模糊，只认为孩子读书后一切
教育都是学校和老师的，父母无啥
责任，这都是极其错误的。殊不
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做
好家庭教育既是监护人父母的法
定责任又是应尽的义务，怎能撂下
不管呢？

所谓家庭教育，就是指在家庭

中，家长（首要是父母）自觉地有意
识地按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通过
自身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对
子女实施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
动。加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
体”教育功能，是保障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重要举措。

学校固然是孩子接受教育、学
习知识的主阵地，老师也负有开启
孩子美好心灵、积极健康思维的重
要责任；但是，仅凭学校和老师的
努力还是不够的。有专家论证，家
庭教育缺失的孩子，性格往往孤
僻，学习注意力不够集中，遇到困
难更容易放弃。所以，老师呼吁加
强农村少儿家庭教育，在“三位一
体”共同努力下，让农村家长在工
作的同时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孩子
和他（她）们的教育成长。

农村留守老人安全需重视
□叶金福

近日，笔者乡下老家一位年已
八旬的老人遇上了小偷入室偷窃，
不但1000多元钱被偷，右手还严
重骨折。老人说，自己常年独居，
要是儿子儿媳在家，兴许就不会发
生这样的事了。

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的大量进城务工，留在家中的绝
大多数是老人儿童，有的老人体弱
多病，一旦遇到类似前文所述的突
发事件，老人们往往无力自救。除
此之外，留守老人大多还存在着生
病无人送医、用电用火安全，以及
被骗等问题。

笔者以为，农村留守老人的安
全问题应该引起各地高度重视。首
先要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
设步伐，解决好留守老人的养老、
就医、照料等方面的问题。同时，
农村基层组织也要担起责任来，切
实关心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在物
质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给予更多照
顾。比如，建立留守老人登记管理
制度，切实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定
期派人对留守老人住所进行用电用
火隐患排查等。当然，做子女的也
应担负起老人的安全责任，定期回
家看望或打电话询问，或者委托邻
居亲朋照看，以确保留守老人的人
身安全。

【学员体会】

好多问题通过培训找到答案

我是一个80后，从小生长在农村，对
于“农民”这个称呼我其实并不陌生，甚

至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可当真正干起农
事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未知的太多，即便是农村长大的
我，仍然要花时间去学习，去实践。何时
春耕？何时秋收？每个节气代表了什么？
水稻病虫害有哪些？家庭农场的未来发展
方向是什么？“互联网+农业”又是怎么回
事？知道了自己的短板，事情就好办了，
一件件、一桩桩地去学习，理清思路，排
好计划，不断前行。2015年年底时我就报
名了2016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还被
指定为班级联络员。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让我在农业知识
技能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记得刚开始时对
于稻谷有哪些品种，每个品种的优劣势是
什么？都不太清楚，可通过参加了新型职
业农业培训后，让我茅塞顿开，不仅熟悉
和了解各稻谷品种，更让我知道了种植哪
个品种它的口感最佳，自然销路肯定是最
受欢迎的，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仿佛找到了
农业的“捷径”，可以在农业之路上少走
好多冤枉路，自然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种植和销售都能学以致用

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后，我基本
形成了一套思路：一是扩大种植规模，二
是加强品牌营销和市场推广力度。除了保
证农田粮食的耕种外，家庭农场也可以朝
多样化、多元化的架构去建设，建立一个
新型而与众不同的家庭农场。承诺提供安
全、放心的农产品，打造“一零一直”，

将农场的每一份放心产品直接面向客户
端，构建零环节。

市场推广这一部分，做好包装、LO-
GO、指示牌等自有品牌设计，采用“互
联网+销售”的电商模式，推出微信平
台，打造一个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渠道。
此外，结合“专利米”的有机绿色的种植
特点，还可在稻田里养鸭、养鱼虾……大
力发展都市生态观光休闲农业，吸纳都市
人走进农村，组织亲子游，让00后的小朋
友们也能设身处地的来认识、了解农产
品，学习农耕文化，甚至让农产品走进课
堂，农场作为基地，普及农业知识等等，
寓教于乐。这不仅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就像在今年的6月份，我组织了一次
春耕文化的活动——亲子插秧会，报名的
家庭络绎不绝，还包括美国华人家庭和加
拿大小朋友，这些国际小朋友对农村的耕
种文化颇有兴趣，父母也直言要让孩子学
习农村第一手的农耕文化，懂得“粒粒皆
辛苦”。同时上海电视台综合频道和中国
新闻网同时转播了插秧会的实况。

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培育是一套非常
系统和完善的课程，从课程的编排来看就
知政府甚是用心。课程从稻谷的品种认识
开始，介绍病虫害分类及危害，再到水稻
的育秧、插秧、施肥、搁田等技术学习，
参观和分享各博览会和成功的农场经验，

可以说浦东新区举办的新型职业农业培训
是一套属于农民的“说明书”，学习完这
样一套课程需要半年多的时间，半年下来
可以让一个个刚涉入农业的新型农民对农
业不再陌生，有了理论知识，就事半功
倍，再加上实践的农田，定能走向成功！

更深一层次来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
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解
决了“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我把切身
的感受写在结业小结中： 农民早已不再
是以前印象中的模样，它更是一份职业，
我愿意把农民作为固定甚至是终身的职
业，做真正的农业继承人； 新一代的农
民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
念，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对生态、
环境、社会和后人负责。我为能成为新型
职业农民中的一员而骄傲与自豪，更感到
肩上的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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