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郑鹏 记者 王平

3月15日上午，一场特殊的“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周浦镇康
沈路1929弄大富苑居民区门前举行。当
天活动现场，周浦镇周源社区启程（企诚）
两新联合支部发起的“倡导诚信经营理念，
共建宜居和谐社区”——诚信经营承诺签
约活动第二轮签约与公示正式启动，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的活动形式吸引了周源社
区多家企业商户代表、两新党组织的负责
人以及周边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据记者了解，周浦镇周源社区启程（企
诚）两新联合支部是在2016年底周浦镇推
进两新党组织“两个覆盖”（组织覆盖、工作
覆盖）过程中，成立的一个基层党组织，由
周源社区区域内8家从事零售、商贸、服务
业等行业的企业商户组成。启程（企诚）两
新联合支部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坚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积极践行诚信这一核心价
值观理念，以组织规范化、活动常态化、作
用示范化为目标，在周浦镇综合党委、周源

社区党委以及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指
导下，以企业商户最为关注的诚信经营为
抓手，在支部全体成员中号召开展“我经
营、我承诺、我诚信”的诚信经营承诺活动，
切实形成符合两新党组织工作特点、适应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融合社区各方广泛参
与的党建运作机制。

周源社区党委书记陈杰向记者介绍，
诚信经营承诺活动坚持自愿为主、主动公
开、双责联动的原则，将两新联合党支部成
员在市场经营活动过程中需要落实的诚信
经营要求以及市容环境门责制规定同步落
实，制作统一的公告牌，在经营场所的醒目
位置予以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政府监
管和居民评议，努力让每一个支部成员成
为社区居民身边可信赖的“诚信商家”。

为了吸引更多的社区力量参与推动诚
信经营承诺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启程（企
诚）两新联合支部在周源社区党委和南八
灶居民区党总支的支持下，探索建立诚信
经营“一巡四评两联动”社区多元共治机
制。“一巡”就是建立以南八灶居民区志愿

者为主的日常巡访队伍，重点对居民反映
的企业商户在日常经营中产生的扰民或不
规范行为予以督促整改。“四评”就是由社
会组织搭建共商共治平台，组织居民代表
以及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月评季考，
按季度评选诚信星级商户，提高参加承诺
活动商户的自觉意识。“两联动”就是探索
建立诚信正向激励和负面制约两个联动机
制。

周源社区的诚信经营承诺活动自
2016年底开展以来，影响力和辐射力逐步
扩大。目前，已从发起之初的8家单位扩展
到基本覆盖南八灶居民区的29家企业，随
着活动的深入持续开展，其品牌带动效应
也不断显现，周边商户主动响应，诚信经营
水平的提升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可和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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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周源社区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及诚信经营主题宣传

党建引领示范 践行诚信经营

【社区·头条】

【社区·随笔】

每年3·15，消费者忙着打
假维权，企业商家忙着承诺诚
信经营，在多年的努力和呼吁
下，我们终于看到了诚信经营
理念被广泛复制，假货和黑心
作坊越来越难有藏身之处，消
费者的维权案例已从产品本身
更多地延伸到了服务和渠道领
域，企业商家也从诚信领域内
的被监督者逐步过渡到提升整
个社会诚信水平的推动者，诚
信社会建设早已深入人心。

笔者了解到，在浦东的一
些街镇社区中都设立了商户
诚信责任区、党员诚信服务
队，加强对辖区驻街单位和
居民的诚信监管。在社区举
办“道德评议会”，及时点评居
民存在的诚信问题，督促其及
时改正，从而营造文明和谐的
居住环境。

相关职能部门借助便民利
民服务中心，对社区工作、综合
治理、行风建设、公共服务、商
业经营等进行广泛监督，定期
评议，建立激励机制，激发调动
社会各方参与诚信建设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组织社区干部、
居民和在职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进行
公开诚信承诺，还通过社区与驻街单位结
成诚信共建对子，坚持共同制定诚信计划、
共同确定诚信内容、共同开展诚信活动。
还把诚信教育的阵地延伸到学校里，并组
织学生进行相关社会实践，结合“文明家
庭”、“绿色家庭”的评选让孩子们的心中从
小就播撒下诚信的种子。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信用经济，现代
社会是诚信社会，和谐的生活更需要诚信
的基石来维系，有诚信的生活才最有腔
调。

□小王

桃花吟
暖风如酥细雨如酒，我家院

落里的两棵桃树又开花了，溢人
心脾的芳香在院落里游弋，院落
陡然变得鲜艳亮丽，令人向往。
桃花红里透白白里透红，艳丽而
不妖，娇媚而不淫，自古以来倍受
人们的喜爱。文人墨客以赞美桃
花的诗文，可谓是珠串玉连。

首先桃花是春的使者，春的
象征。苏轼的诗句：“竹外桃花三
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生动地
揭示了紧跟在桃花开放背后的是
浓浓的春意。谢枋得的：“寻得桃
花好避秦，桃花又见一年春。”吴
融的：“满树如娇灿漫红，万枝丹
彩灼春融。”白敏的：“千朵浓芳绮
树斜，枝枝花缀乱云霞。凭君莫
厌临风看，透尽春光是此花。”更

是直指桃花是春天了。
桃花亦是情义的象征。最感

人的当属《三国演义》里刘备、
关公、张飞“桃园结义”的故
事。他们跪对上苍，指桃发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
年同月同日死！”《人面桃花》同
样是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唐
人崔护：清明节到郊外春游，见
到一个美貌的姑娘倚在桃树旁。
当时崔护因酒后口干便向姑娘讨
些水喝，姑娘给了他一杯水，崔
护喝完水后很想与姑娘再说些什

么，却因萍水相逢不敢唐突，只
好怅然离去。第二年清明，崔护
兴致勃勃地又来到这里，只见双
门禁闭，便在姑娘门上题诗一
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
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
花依旧笑春风。”他给我们再现
了他当年和那位女子在桃花丛中
凝睇含笑，脉脉相恋的情景，倾
诉了桃花依旧，心中的女子不知
在何处的痛苦。人们把男女间的
多情多爱，比作美丽的桃花而不
懈追求。

人们把桃花盛开之地看成是
超脱尘俗，无妖无邪，清幽灵气的
世外仙境而向往之。最诱人的当
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所描绘
的。其他如王维的诗句：“采菱渡
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
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渔舟逐
水爱山青，两岸桃花夹古津。春
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
寻”。真可谓画中有诗，诗中有
画，展示了那些隐居雅士日读古
文，夜数繁星，过着悠悠安逸的神
仙日子。张旭的：“桃花尽日随水

流，洞在清溪何处边”；李白的：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刘禹
锡的：“桃花满溪水似镜”……都
让我们领悟到了有桃就仙，有桃
就神，有桃就灵！难怪自古以来
人们用“桃符”作为镇妖驱邪的镇
宅之宝和万象更新的使者。

由于有了《西游记》中的孙悟
空，偷吃了王母娘娘的一个蟠桃
而得长生不死的故事，“桃”便成
了寓意长寿的吉祥物。画家凡是
画寿图必有蟠桃衬托，老人凡做
寿庆必有蟠桃上供。曹唐的诗
句：“海上桃花千年开，麻姑一去
不知返。辽东老鹤应慵懒，教探
桑田便不回。”此处的桃花竟穿越
了千万年时空，寿命之长怎不令
人追求！

□朱永其

嘉定江桥镇成立“摩拜管家”志愿服务队 首批计划招募50人

街镇“搭台”，让志愿者成为治理“共享单车”主力军

缓解交通拥堵，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
行问题，健康环保……从去年秋天开始，共
享单车快速在国内风靡。无论是大街小巷、
地铁站口，抑或是写字楼旁，都能够看到成排
的“小橙车”、“小黄车”。作为新兴事物，共享

单车的出现的确方便了大众的出行，但同样
出现的各种乱象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解决。
针对社区内道路不按规定乱停、单车破损扔在
马路边等一系列影响市容环境的问题，共享单
车尝试与社区街镇“联手”，探索更为有效细致
的管理方式，今年3月，嘉定区江桥镇成为摩拜
单车和政府部门深度合作的试点街镇。

摩拜公司区域负责人侯俊伟介绍说，原
先摩拜单车一直尝试利用积分系统来规范
骑行行为。例如在100分原始信用分基础
上，每完成一次骑行增加1分，而一旦违停
被举报，查证属实后将一次扣除20分，低于
80分将以100元/小时的费用使用。“但这套
机制依赖于用户参与举报，需要发动更多个
体力量加入到违停举报队伍。”秩序文明是
嘉定创城中的难点环节，为营造良好的市容
环境，解决辖区内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江
桥镇政府主动向摩拜公司伸出“橄榄枝”，得
到了对方的积极相应。在镇政府的“搭台”

下，“摩拜看齐”行动于3月5
日正式启动，首批招募约50
人的“摩拜管家”志愿服务队
在经过专业培训后将投入工
作，通过常态化巡查、劝阻、
管理、举报等治理单车乱
象。记者了解到，志愿者们
将穿梭于江桥镇辖区内各个
角落巡查“不规范”单车，一
旦发现情况将拍照上传至摩
拜APP后台，摩拜后台会根
据照片，对不规范停车会员
采取信用扣分制、举报会员
积分奖励制等方式，实行单
车信用积分运营管理。上传以后，志愿者们
还会主动将单车停到指定区域，为下一位使
用者做好表率。

江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借助与街
镇的合作，未来会有更多的社区志愿者化身

“朝阳区群众”，随时举报“解救”违停车辆，
这样一来，奖惩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为提高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江桥镇将实行
工作积分考核办法，年底还将评选优秀“摩
拜管家”。 记者 欧阳蕾昵

知青的乡愁
读叶辛先生新作《古今海龙囤》有感

叶辛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到贵州修文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
知青，从九十年代因工作需要离
开贵州以后，他依然每年不远千
里要远赴贵州少则三四次，多则
五六次，走亲访友,“上山下乡”这
就是典型的知青的“乡愁”。同是
知青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愁是这
样诠释的：“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
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习近
平总书记与贵州也同样有一份
“乡愁”。2014年3月7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讲道：“一
个地方的幸福很重要，要记得住
乡愁。比如：小时候爱吃的东西，
比如：贵阳的牛肉粉。”原来上世
纪90年代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因分管农村和省农委工
作到贵阳出席全国扶贫会议，会
议期间在贵阳吃点心，吃了牛肉
粉。十分好吃，再想吃，由于没有
时间，没吃成。乡愁是什么，习近
平总书记把乡愁描述得淋漓尽
致。知青上山下乡，短的几年，长
的十几、二十年。农村留下了他
们的汗水和备受艰难的磨砺，留
下了水乳交融般的乡情和乡亲，
留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欣喜和顽
强成长的苦涩。知青上山下乡的
农村，成了知青的第二故乡。成
了知青挥之不去的乡愁。诗人席
慕蓉这样抒发《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

惆怅，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知青的乡愁是从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大返城开始,就不断掀起成
群结队返回下乡农村探访的热潮。

一
叶辛先生新作长篇小说《古

今海龙囤》就是描述了知青的乡
愁这个社会热点，铺展出一幕知
青坎坷跌宕，悲欢离合的现代活
剧，延伸出贵州大地几百年的土
司文化。

上海知青黄山松的乡愁是从
拿出30多万元作品拍卖所得，捐
给曾经插队落户的贵州碧沙湾
乡，建造一座石桥开始的。名义
上，黄山松讲是纪念上山下乡女
知青齐雁雁,因一次山洪爆发溺死
在碧沙河里，所以，他要为碧沙湾
乡亲们做一件好事，防止齐雁雁
的惨剧的再次发生。

其实，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
件令他难以忘怀的爱情和亲情的
故事。虽然，黄山松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返回上海以后，凭着他的

才能在街道文化中心谋到了一份
稳定的书画教员职业，以后也像
返城知青一样娶妻生女儿。但是
到了黄山松年过半百以后，妻子
的病逝，女儿出国，充裕的时间使
他的内心更加怀念30多年前的人
与事，激发了他内心的乡愁。

叶辛先生写知青，往往把知
青写得活灵活现，原因不仅仅是
他本人是知青，亲身经历知青的
生活遭遇。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
叶辛写知青，善于把知青放在政
治的嬗变，时代的变化中来描写。

1968年 12月毛泽东同志发
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从1969年开始，引发了全
国一千七百多万名中学生，部分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大规模的上山
下乡运动，并且演变成一场政治
运动，逐步背离了上山下乡教育
知识青年，解决知识青年在城镇
就业难的初衷。黄山松的故事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

黄山松由于有书画特长，到
了贵州山区碧沙湾因为能画毛主
席像而成了享受特殊公分补贴待
遇的宠儿，也成为了政治上可靠
的象征。“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
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
成员成为“专政”对象。黄山松因
此被生产队长指派“监督”“匪属”
杨文德和他的女儿杨新一劳动。
共同的劳动生活，使黄山松发现
了杨文德“农活做得精，做得认
真，心地并不坏”而打破政治上的
偏见。当1974年贵州遭遇一场
旱灾，杨文德父女因不能享受普
通农户的救济粮，面临断炊的绝
境时，黄山松把自己的口粮一袋
苞谷米送给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黄山松赢得了杨文德的信任，他
要把祖传的一个青花瓷瓶送给黄
山松。黄山松也赢得了因出身

“匪属”而备受社会歧视的“大龄
姑娘”杨新一的爱情。在这个年
代，政治上的“宠儿”与“黑五类匪
属”的爱情，注定是要夭折的。果
然，当黄山松与杨新一的爱情被
发现以后,黄山松被撤销了上大
学，当工农兵学员，进美术系深造
的机会。不得不以顶替父母退休
工作的名义回到上海，最终因有
书画特长被安置到街道中心当了
教员。杨新一命运就惨了，她被
迫嫁给了“三线工厂”因公残疾职
工秦来林，因秦丧失生育能力，他
们只得领养了一个小孩秦建。

三十多年后，世事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黄山松因为画毛
主席像，作品拍得30多万款项，他

捐给了上山下乡的贵州碧沙湾乡
建石桥，再次回到贵州第二故乡，
了却自己的“乡愁”，寻找恋人杨
新一和她家的祖传宝贝。杨新一
嫁给“88工厂”的秦来林，领养了
儿子秦建，得到工厂领导和职工
的关怀照顾，秦来林过世后，杨新
一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办起了联
锁企业“一心羊肉粉馆”，在遵义
市开出总店，成为市里有名的女
企业家。

知青是“空前绝后”的一代，
他们的命中注定要拥有第二故
乡，拥有难以忘怀的乡愁。同时，
历史又给了他们绝大数人幸福的
晚年和美好的结局。

二
知青的乡愁，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文化印记。《古今海龙囤》围
绕黄山松的乡愁，分成现代、明
代、当代三个时代来展开人物线
索。

杨文德送给黄山松一只祖传
的青花瓷瓶，牵出了一段贵州明
朝万历年间的历史事件——“平
播战争”。“明代”这一章，从杨文
德向黄山松讲述自己的祖先杨应
龙，铺展出“平播战争”的历史故
事。我国历史上从秦始皇统一中
国开始，就产生了中央政府对边
远地方统治权的问题。唐朝贞观
年间，汉朝时名为牂牁的地方改
为播州。唐乾符初，南诏攻陷播
州，太原守杨端应募率兵收复播
州。由于，杨端在播州广施仁政，
笼络当地氏族大姓，稳定了政治
局面。因此，杨氏在播州世世代
代传承下去。明朝洪武四年平定
了四川，第二年，元朝任命的播州
土司官宣慰使杨播的后代杨铿，
率众归明，上缴元朝所赐金牌、银
印、铜章。明朝皇帝任命杨铿为
播州宣慰使司，规定其辖区为安
抚司两个：一个是“草塘”，一个是

“黄平”；长官司六个：真州，播州，
余庆，白泥，容山，重安。长官司
统领有七大姓：田、张、袁、卢、谭、
罗、吴。明代播州土司历杨铿、杨
升、杨纲、杨辉、杨爱、杨斌、杨相、
杨烈及杨应龙。从唐朝杨端为土
司官起家，传至杨应龙已是二十
九代了。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在
播州设土司以来，播州杨家世袭
历代土司官，都是恪尽职守完成
中央政府要求完成的“朝贡纳赋”
等义务。组织当地少数民族为主
的武装部队“土兵”，维护地方安
定，有时还参加中央政府统一组
织的军事行动。播州杨氏土司到
明朝万历年时已世袭七百余年，

杨氏与中央政府关系一直比较融
洽。如杨铿内附明朝后派其弟杨
錡进京朝贡，明王朝给予的待遇
是“赐衣币”，满载朝廷的赏赐而
归，皆大欢喜。按规定土司朝贡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进京朝贡，一
次杨升贺万寿节的朝贡延后了，
明朝礼部向皇帝建议减少杨升的
一半赏赐，宣帝知道后下旨：“以
道远，勿夺其赐”。中国疆土辽
阔，历朝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重
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
管理，并且都十分注意因地制宜，
尽量发挥当地政治力量加以行政
管理，世袭制的土司制度，管理作
用还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土司
制度的弊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日益显露出其落后的一面。
土司利用其世袭地位经济上不断
成为称霸一方土豪劣绅，政治上
也相应谋求独立，发展地方武装
力量“土兵”，用武力维护地方利
益。“平播战争”的发生，起因于杨
应龙凭借自身土司地位和“土兵”
武力，用霸道手段压制手下的“五
司七姓”。一方面是明朝中央政
府对少数民族地方文化教育和管
治的日益深入，行政权力日益透
明化;另一方面是播州土司杨应龙
在地方上一手遮天的霸道作为，
残暴对待“五司七姓”。如：“十七
年所部何恩，朱世臣等及张时照
上飞文告龙反”；如：“杨应龙以杀
人立威，少有睚眦，辄诛戮之，所
诛伤无数，州人不堪其苦，所属五
司七姓及张氏家族奏诉之”。杨
应龙一路加害，追杀上告他的五
司七姓，造成五司七姓流离失所，

“七姓奏诉以来，恐杨囚加害，远
徒川贵”。当时的播州属四川地
方管辖，杨应龙带儿子杨可栋到
四川重庆官衙陈述，把杨可栋留
在重庆质押，没曾想，杨可栋死在
重庆官衙中。这一事件，使杨应
龙决定破釜沉舟，向中央政权挑
战。杨应龙首先搞掉辖区里的仇
人，南下攻破余庆，屠城。劫掠大
阡，都坝，焚烧草塘安抚司，都匀，
兴隆各卫所,屠杀重安长官司一
家。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在扫
除播州境内的隐患后，进攻重
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备极残
酷。杨应龙公然与中央政权对
抗，并且血洗綦江之后。使明朝
政府终于在刚结束抗击日本援朝
战争，财政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
下，任命李化龙为总督，节制川、
湖、贵各路兵马，兵分八路征讨播
州土司杨应龙，平播战争爆发
了。平播战争平定了杨应龙叛
乱。明朝政府就此改变了播州的

土司制度,改土为流,成为明朝政
府对边远地区统治政策重大改变
的一个标志。

《古今海龙囤》以平播战争为
基本历史背景，描写了杨应龙在
最后灭亡的前夜，把幼子杨奉禄
通过奶妈穆学花，在海龙囤后山
悬崖峭壁用吊绳送出战场，保留
了杨家的一条血脉。杨文德就是
杨奉禄这一条血脉留下的子孙，杨
新一是杨文德的女儿，黄山松与土
司后代杨新一在特殊年代的爱情
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段
爱情在知青黄山松的心里却抹上
了此生难以忘怀的乡愁。

三
《古今海龙囤》第一章现代，

第二章明代是写黄山松乡愁的起
源和背景，那么第三章当代部分写
出了知青黄山松乡愁的圆满结局。

一千多万知青演绎了不知多
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无数真
实的爱情故事证实了知青一代主
流是具有正直、善良、真诚、纯洁
的一代。黄山松和杨新一的最终
圆满结合，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
料之外。黄山松与杨新一在患难
之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纯洁无
瑕，刻骨铭心的。当在特殊年代
两人遭遇棒打鸳鸯各奔东西以
后，生活的奔波暂时让两个恋人
分隔天涯。但是黄山松在农村的
两件东西，左右了他和杨新一的
命运。一件是黄山松的在农村画
毛主席像的绘画技能，绘画让他
与杨新一相识，绘画让他在返城
后谋到稳定职业，最后画毛主席
像让他得到一笔巨款，能为农村
捐一座桥，得于见到杨新一，重结
连理。杨新一自始至终把黄山松
给她画的画像珍藏在身边，放在
自己的家中，成为爱情的信物，也
终于修成正果。

另一件是《古今海龙囤》一开
始描写引起黄山松震惊的拍卖会
上，一只拍出天价的青花釉里红
水梅瓷瓶。从青花瓷瓶牵出了黄
山松与杨家的瓜葛，牵出了黄山
松与杨新一的再次相逢。读者可
能会设问，黄山松一开始带着寻
找青花瓷瓶这个功利性目的，才
来找杨新一的，黄山松的人格是
否太低俗。仔细阅读《古今海龙
囤》，其实小说已经预埋了一个前
提条件，就是黄山松在离开碧沙
湾乡的时候，他已经在队长的谈
话中知道杨新一被迫嫁人了。所
以，黄山松在人格上已不能把追
寻杨新一的爱情作为自己的返乡
目的。小说最后对青花瓷瓶的归
宿，是重新结合的杨新一和黄山
松与即将修建的海龙囤博物馆在
商讨把青花釉里红水梅瓷瓶作为
镇馆之宝的事宜。知青黄山松难
以忘怀的乡愁，最后有了一个美
满的结局。

□杨继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