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谚称“腊月廿四，掸尘
扫屋”。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
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
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屋前庭
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
沟。处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
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
氛。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家
庭“扫屋”该怎样做才更科学，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日前为大
家划了重点。居家环境并不需
要每日消毒，只要做好清洁打
扫即可。防疫特殊时期，针对
家具、家用物品中高频接触的
部位，可以采取预防性消毒；衣
服、被褥等的消毒，可选择户外
晾晒；钥匙、手机等个人小件用
品外表面，可采用棉球蘸取医
用酒精进行擦拭，或用消毒湿
巾擦拭……诸如此类的提示温
馨且实用，对于市民做好家庭
的清洁防护，很有帮助。

每逢佳节总少不了吃吃喝
喝，餐具的清洁与消毒也至关
重要，推荐使用煮沸的开水对
餐具进行消毒，聚餐时建议养
成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习惯。
同时，虽然天气寒冷，但每日坚
持开窗通风很有必要，不能忽视。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在室内有
人时喷洒大量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
不可以直接对衣服喷洒高浓度酒精；不
要盲目使用紫外线照射灯对家庭环境进
行消毒。比较推荐的家庭环境消毒剂是
84消毒液、漂白水、漂白粉等，若需要对
地板或家具等消毒，建议消毒后再用清
水擦洗1-2遍。

民间流传说，“尘”与“陈”谐音，新春
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
把一年“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
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美好愿望。扫尘之
日，全家上下齐动手，用心打扫房屋、庭
院，擦洗锅碗、拆洗被褥，干干净净迎接
新年，是老百姓美好生活该有的样子。

容易兴奋的是孩子，小孩非
哭即笑，见到好吃的好玩的总会
大呼小叫乐得不行。这是味觉和
视觉引发的快乐，一乐而过，孩儿
的心灵得到抚慰所产生的快乐才
是刻骨铭心的快乐。

一年到头，有家必归。在外
讨生活的人、挣到钱没挣到钱的
都急着往家赶。留守的孩子像巢
里的雏鸟，天天盼着父母归。大
鸟归巢嘴里会衔点什么，大人再
怎么也会给孩子带点吃的玩的回
来。鸟是为了食，人是为了爱。
当一把被抱起，孩儿得到的是世
上最伟大的爱，心灵于是得到巨
大满足。孩子的兴奋也能消散父
母一路劳顿和一年的苦涩，孩子
今日对父母满怀期望，将来必然
换成父母对孩子的希望。

这一年太不容易了，大家都有
种挺过来的感觉。人们纷纷踏上
回家路，看上去比往年还要迫切，
因为家里的和在外的相互牵挂着，
见了面才踏实，团聚就快乐。

这个年会快乐吗？会快乐但
不是全部。

往年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孙
儿早就收拾好他们的小行李，等

着年到了可以去爷爷奶奶那里放
松一阵子。他们天天同父母在一
起，与留守儿童的心灵感受完全
不一样。对父母只能听令，对爷
爷奶奶可以下令。抵触管束是人
的本能，向往自由从小就具有。
男孩儿还特别喜欢发挥个人意
志，指挥他人，爷爷奶奶正好可以
满足。被孙儿指挥是一种无比的
幸福，一年到头，我们老两口就等
着这一天。孙儿跟其他孩子一
样，吃不在心上，乐趣全在玩上，
玩游戏，玩得忘乎所以。

想想以前的年，我们主要享
受吃的快感和美感，现在天天跟
过年似的，目标转移了。

胃口还是要吊的，问孙儿想
吃什么，一起回答说“山药擦擦”
“白菜蛋饼”。这两个菜平日里他
们吃不到，只有我这有；虽然做起
来挺麻烦，是“功夫菜”，但这是一
道令，好不容易征求来的，不敢怠
慢。

今年要让孙儿扫兴了。我要
陪母，防疫上不敢有一丝大意，年
夜饭也打算母子俩人在家将就。
想孙儿了，将天伦之乐一幕幕逐
一回放，这个年还是挺安乐的。

□通讯员 严宸 记者 王平

“公共空间如何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多年来浦东书院镇以缤纷社区建设为抓
手，通过一个个微更新项目的实施，让老百
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家门口”生活环境的
改善。

2018年书院缤纷社区建设工作实施以
来，以每年 2-3 个镇级项目的频率实施建
设。2022 年，缤纷社区建设项目共涉及 3
个小区 5 个点位，作为 2022 年书院镇十大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建设项目均已完
工。

位于书院镇新舒苑南苑的篮球场是此
次改造点位之一。虽然有着篮球场的名
号，但原先该处点位除了一个篮球筐之外，
基本没有什么篮球或运动的氛围，而且因
为年代较为久远，地面也出现了部分的破
损。经过此次改造，原有的砖石地面被替
换成为了沥青地面，运动的功能性更强。
同时，通过色块、线条的合理搭配，新增了
三分线、罚球线等较为专业的标识，也让这
块区域的运动体验更佳。篮球场周边新设

的一圈围栏也能很好地分隔运动区和生活
区，减少对彼此的干扰，进一步提升了运动
的酣畅感。

同样是位于新舒苑南苑的中草药基
地，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围栏破旧美观性较
差，原先的石板路出现了破损，遇到下雨天
的时候，部分低洼处还容易积水。改造之
后，不同种类的中草药有了统一的围栏，人
行步道变成了彩色沥青路面，与小区内原
有的道路也有了六处的连接，整体的贯通
性得到了提升，步道部分低处还特意进行
了垫高，防止积水的再次产生。

而在菊清苑，原先的中心广场铺装形
式较为单一，地面也有部分破损，还缺少相
应的运动空间和儿童活动空间，休憩设施
也不足。改造完成之后，对原有的广场铺
装进行了统一的更换，在广场北侧和东南
角打造了一个彩色的儿童活动空间，搭配
上孩子们最为喜爱的滑滑梯和其他运动器
材，童趣十足。同时，结合小区菊清苑的名
字，对廊架、铺装、景墙以“菊”为特色进行
艺术涂鸦等美化更新。在广场南侧适当位
置，新增了休憩亭、休憩座椅等公共设施，
为居民创造一个兼具人文情怀和艺术气息
的休闲空间。

在丽泽荷亭苑，南侧的健身步道进行
了延伸，原本与居民区之间相连的水泥路
统一替换成了和健身步道一样的材质，居

民们散步健身的体验感更好了。位于小区
东南角的小型休憩点，地面的铺装进行了
更换，原本仅用于装饰的花坛，在边沿安装
上简易的木条，在不影响原先布局的情况
下，摇身一变成了休闲的座椅，增加了空间
的利用率和功能性，北侧新开辟的道路也
让点位和居民区之间的通联性更好。

未来，书院镇将继续紧紧围绕缤纷社
区九项行动计划要求，坚持围墙内外并重、
坚持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并重，以“留、改、
补”为原则，打造微景观、微更新、微改造，
进一步提升城区空间品质，构建开放、活
力、共享的社区公共空间，提高居民的认同
感、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陆倩倩 记者 施勰赟

2017 年起，宝山区启动开展
“活力楼组”培育工作，并以此作
为撬动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支
点。六年来，宝山涌现出一批优
质的“五星楼组”，深受居民好
评。其中，杨行镇海尚明城小区
的“五星楼组”通过不断升级，形
成了2.0版本的“活力楼群”，成为
社区治理的又一亮点。

海尚明城 4 号楼是“童盟环
保”楼群系列中的“名莘楼”。楼
组以“童趣”和“社区小先生”治理
为亮点打造。走进“名莘楼”大
门，无论是门口的花盆摆设还是
墙上的彩绘装饰都童趣十足。据

了解，楼道内的“小先锋照片墙”、
“童言无忌”议事厅、彩虹琴键楼
梯、许愿墙等都融入了“社区小先
生”们的设计，“名莘楼”通过“社
区小先生”赋予的硬装、软装，逐
渐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也成
为小区内孩子们活动的聚集点。

同样是“童盟环保”楼群系列
的8号楼“清新楼”则是以“绿意环
保”为亮点打造而成。楼组长李
叔叔每天都会来到楼下的绿植区
照料这些花花草草，并将门厅打
扫干净，以最温暖、环保的方式改
变了原先楼道前乱停车的现象。
清新、充满绿意的植物唤醒了居
民的环保意识，该楼还特别彩绘
了一棵民主自治“公约树”，让互

助、互惠的邻里关系在自治的土
壤中萌芽诞生、茁壮成长，树上挂
着累累的民主硕果，见证了居民
们纷纷走出“小家”，融入楼组这
个“大家”的全过程。

此次海尚明城打造的活力楼
群“童盟环保”系列还有6号楼的

“温馨楼”和25号楼的“花馨楼”，
四栋楼通过建设“五个一”，即“一
个楼组名称、一个优美环境、一个
自治阵地、一个自治小组、一个楼
组公约”，凸显楼道治理内涵。通
过开展楼道创建微寄语、社区老
宝贝微心愿、社区小先生微治理、
亲子牵手微环保、传统节日微团
聚等活动，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
区治理中。

据了解，海尚明城小区还将
继续以党建引领“搭台”+居民自
治“唱戏”的方式，发挥楼组小单
元的自治功能，充分发挥“活力楼

组”的辐射效应，为居民多渠道、
多方位参与社区治理开辟通道，
让居民成为社区建设的主体。

“活力楼群”激活自治动力 宝山杨行打造社区温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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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

家门口的微更新 增添居民“小确幸”

我家的做年夜
□高明昌

走社区
写民生

农历十二月廿三、廿四，分
别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小年，
俗话说：“过了小年就是年”，
眼看旧年将去，新年将至，竟
然想起从前过年的往事了。

说起来，如今的物质生活
虽 然 丰 富 了 ，过 年 却 是 简 单
了，甚至过得有点潦草，从前
的日子虽然比较清贫，过年倒
是复杂热闹，颇为郑重其事，
过得让人有印象，记得住。一
句话，以前的年，过得很有仪
式感。

过年的仪式感，从过年的
各项活动中就充分体现出来
了。北方有童谣：“二十三，糖
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
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
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从
中可见，北方人家，从腊月廿
三这天起，每天都有活动，且
是围绕着过年这个“中心”转
的。上海郊区虽然地属南方，
但“ 忙 ”年 的 情 形 也 大 致 一
样。腊月廿四，对于上海郊区
大多数人家来说，既是小年，
也是祭灶王爷的日子。这一
日，每家每户都会非常细致的
清理灶头，既要用石灰水将灶
头上上下下涂刷一遍，还要用
彩色毛笔将灶头上的字画描绘
一遍，更重要的是要给灶王爷
献上精心准备的供品，每一个
环节都很正式，很庄重，祭灶
王爷事关新的一年全家安康幸
福呢，岂能马虎！

北方人“二十八把面发二
十九蒸馒头”，上海郊区人家
也要磨粉焋糕。糕与“高”谐
音，焋糕是期望新年的生活过
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呢。过年
之前，家家户户都要淘米磨粉
焋糕，磨子吱吱嘎嘎，米糕满
屋飘香。焋糕的关键不是把糕

制作出来，而是要把新年的期
待揉入其中，糕蒸熟之后还要
在每一块糕的表面点上红印，
承载吉祥喜庆之意。

“廿七廿八，洗澡理发”，过
年之前，不仅要把家里打扫得
干干净净，还要把个人打理得
清清爽爽。那些日子，镇上或
城里的浴室十分繁忙，而村口
的大树底下，排队理发成为一
道风景。洗澡洗掉的不只是身
上的污垢，还有种种的痛苦与
无奈；理发理去的也不只是旧
发，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旧
年烦恼；澡一洗，发一理，浑身
轻松，面貌一新，以崭新姿态
辞旧迎新。头发也是有讲究
的，按习俗，正月里不理发，下
一次要到“二月二龙抬头”那
一天才会理呢！

除夕和大年初一的仪式感
就更强了。除夕这天，家家户
户 的 大 门 上 要 贴 春 联 、贴 福
字；除夕之夜，既要吃年夜饭，
还有祭祖，更有守岁，点香放
爆竹。祭祖仪式在吃年夜饭
之 前 进 行 ，室 内 安 置 一 张 祭
台，祭台上方，通常还有祖先
的画像，画像前，则置放各种
菜肴，放上酒盅并加满酒，还
有碗和筷子，然后在家长带领
下，依次叩头拜祖，表达对祖
先的缅怀和敬意；礼毕，家长
再恭请祖先饮酒进菜。稍过
片刻，一家人才开启年夜饭。
这样的程序，既是民俗民风的
体现，也是家史家风世代相传
的要求。

年夜饭后是守岁，守岁的
时候，也是一家人在一起聊家
常聊年景聊来年期望的时间；
边聊边喝茶嗑瓜子，一直到旧
岁的最后一刻，便去户外放炮
仗 燃 鞭 炮 。 王 安 石 有 诗 云 ：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描述的便是
除夕之夜满满的仪式感！

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
穿新衣着新鞋，都是很有仪式
感的事，照镜子，整衣冠，整齐
之 后 出 屋 门 ，踏 上 新 年 新 征
程。早上的第一顿，一碗糖汤
糕是必不可少的，每人都要吃
一碗糖汤糕，这新年的日子才
会甜甜蜜蜜。压岁钱更是要在
完成仪式之后才会拿到，小孩
子 们 要 到 长 辈 面 前 ，磕 头 拜
年，长辈便从口袋里掏出用红
纸包装好的压岁钱送到孩子们
的手中，还要送上长辈的期望
与祝福。大年初一，家里是不
扫地的，因为有可能财神爷正
来“串门”呢，扫把一举，扫走
的或许就是新年的财运啊！

大年初二开始走亲，走亲
可 不 是 随 意 随 便 的 ，先 去 谁
家，后去谁家，过年之前就相
互 沟 通 安 排 好 的 ；带 多 少 年
礼，还多少年礼，也是有分寸
的。有人家亲戚多的，过年的
走亲，一直要安排到元宵节才
走齐呢；而过年不走动，这门
亲戚从此也就断了。

过年，过的是一次中华民
族的民俗大节，其中包含着除
旧布新、拜神祭祖、祈福辟邪、
亲朋团圆、欢庆娱乐等等十分
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
通过一定的活动来实现的。活
动里便有仪式感。仪式感里有
丰富的年味，有多彩的文化，
有 绵 绵 的 情 感 ，有 美 好 的 寄
托！过年注重仪式感，才能给
人一种参与感、体验感、庄重
感和使命感。通过过年，人们
才会真正体验年的味道、年的
喜庆；理解年的文化、年的内
涵 ；感 受 年 的 温 暖 、年 的 情
感。缺乏仪式感的年，过起来
也是平淡无味的。

过年的仪式感
□俞富章

年的快乐
□詹超音

我记得，即使在最艰难的日
子，比如到年底了，分红了，结
果是透支；一年四季，亲戚来
了，比如我姑妈来，父母才去镇
上买一块肉；到年底了母亲说
明天穿新衣，有可能会得到一
块两元的压岁钱。但做年夜，
父母是不会错过的。他们把做
年夜当做家庭活动里最神圣的
事情。不能漏，认真做。哪一
天做，是母亲确定的。小时候，
母亲从来不征询我意见，一来
我一直在母亲身边，可以随喊
随到，二来到年夜了，割猪草、
劈柴柈，这些活儿我不做了。
待我读了大学，做了教师后，母
亲才问我什么时候不忙，待我
确定了日子，母亲才决定做年
夜的时间。母亲认为，儿子不
到场，做年夜的意义就会减半，
或者说效果是不会太好的。

做年夜，我记得的东西很
多。首先记着的是磕头。母亲
说过，在我双脚还没有站稳的
时候，是母亲代我磕头的，母亲
跪下后，对着八仙桌，喃喃有
词，老祖宗，高家先人，我儿子
还小，我代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希望老祖宗保佑晚辈。后来我
读了小学，会磕头了。母亲教
导我先要在作揖过程中，请求
老祖宗保佑我书读得出。我当
时不懂，与母亲犟嘴，书读得出
读不出，是我的事情啊，管老祖
宗的什么事情。母亲轻轻地
说，不可以瞎说的。后来我读
好大学到学堂教书做老师了，
母亲就不管了，她认为她的儿
子可以自我遣词造句了，后来
结婚了，母亲磕头时，说好了自
己的祝愿后，只强调保佑我及
早给她生个孙子。

我还记得，当做年夜的日子
决定后，接下来的活儿是买供
奉的物品。母亲说，活人是一
年忙到头，死人是一年盼到头，
所以马虎不得。买什么呢？要
买鱼买肉。肉，最好买蹄髈，但
买不起，就到镇上买一二斤肋
条肉。鱼可以是单条的，是河
鲫鱼，三四两重，我们叫它碗头
鲫鱼，鱼尾鱼头能在碗口两头
翘起即可。但还要全鸡全鸭，
可家里没有钱。母亲让父亲捉
黄鼠狼（当年是合法的），父亲
说好。一段时间，每当夜晚来

临，父亲就拿着渔网出门了，半
夜不到，父亲回来了，还真的捉
了好几只，那个时候，每只黄鼠
狼皮，要卖五元钱。五元钱值
钱，可以买回许多东西。最省力
的是卖豆腐干丝。有个叫阿四
的人，天天挑着豆腐担子，在村
上吆喝着卖豆腐，母亲看到了，
叫住了阿四，用黄豆换了几张豆
腐干丝。听母亲说，这道菜很重
要，做年夜是断断不能缺的，道
理是什么？我没有细问。

挨下去是供品的摆放，这真
的是一场盛宴的开启。三排供
品，东西左右两边、北面是放了
酒杯和筷子。南面摆了两根蜡
烛，蜡烛的旁边放了水果糕点，
如橘子、苹果、云片糕、饼干
等。蜡烛的中间是放香。正餐
上来之前，母亲先点香，点好
后，母亲叫我给祖宗倒酒，从左
边开始，倒的是黄酒，倒酒要浅
浅的倒，倒酒开始，我还要说几
句话，请老祖宗来喝酒。如果
这年菜肴不多，不高档，还要说
几句请老祖宗原谅的话，如果
菜肴很好，还要说一句请老祖
宗多喝点，多吃点。我倒过酒

后，父亲接着倒一次，母亲也要
倒一次的，是轮番着倒。共六
次，估计寓意是大顺，家里顺。
倒了几次，母亲说，老祖宗来
了，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看见老
祖宗？母亲告诉我，只有小囡
（刚出生的孩子）看得到，我大
了，俗化了，当然看不到的。

这个过程里，父亲基本在灶
间烧菜、烧饭，一只菜烧好了，
父亲就端上来。来回奔跑，快
速奔跑。菜放什么地方，由母
亲放置的。母亲的另一个任务
就是看香。这个看香头，值得
一说，母亲告诉我，老祖宗吃的
好不好，喝得满意不满意，就要
看香头，香头齐整，烧过的香白
化了，但不落下来，是好事。母
亲过几分钟后，都要看一看香
头，如果香头七上八下，母亲的
脸色就很难看，母亲会对着香，
不断地念叨，哪儿做的不好，明
年争取做好，全是检讨自己又
鼓励自己。有一回，香头极为
齐整，像刀削的一样。母亲两
眼放出异彩，高兴地说，儿子。
你看看，香齐整的不得了。说
明老祖宗满意，老祖宗满意了，

家里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做年夜的过程繁琐、冗长，

而且一点也不能乱。其间母亲
还叮嘱，人不可乱走动，心要
诚，人要正。有时候母亲是用
眼神与父亲交流，与我交流，我
们也都理解的。做年夜的长
短，取决于香燃烧的速度，因为
只有到香燃光了以后，我们才
被母亲喊去磕头，全家人磕头
结束，母亲才开始烧锡箔纸，烧
锡箔的火是父亲点的。锡箔纸
烧着了，很旺。母亲说，这是给
你父亲那边的老祖宗的，这是
给自己娘家那边的老祖宗的。
当锡箔纸变成一缕青烟，我的
视线还在那缕青烟里，一直到
它化为灰烬。我那时想：老祖
宗真的能收到钱物？老祖宗真
的来过我们家？这些话不能说
出口，但母亲看懂了，她假装自
说自话，老祖宗来过了，喝过
了，拿着钱，回去吧，明年再来。

那时候，我心里也感觉这可能
是真的，其他不说，那间做过年夜的
房子里，确实仙气缭绕，久聚不散，
而且空气的味道有点咸，有点淡，确
实与平时日子的味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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