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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三碰头，活动混搭“闹猛透”
本报讯 春节的脚步才去未远，

元宵节、学雷锋纪念日和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就在三月第一周集体亮相。

难得一遇的三节齐碰头，让社区“闹

猛”指数飙升，更让一些原本风马牛不

相及的节日“专属”活动首度尝试了一

把“混搭”。

3月5日一大早，数十位头戴小红

帽的志愿者，手拿着扫把、簸箕在包桥

村主干道和敬老院周边区域捡拾垃

圾。当学雷锋纪念日“邂逅”元宵节，

“雷锋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也多了

一项任务——去敬老院给老人们包汤

圆。“圆的肉馅，尖头的是豆沙馅。”志

愿者们一边揉面团一边塞馅料，忙得

不亦乐乎。知道元宵节搞活动，敬老

院的老人们也早早地坐在走廊里等

候。“好久没这么热闹了！”74岁的徐

惠英阿婆笑呵呵地说着，手里还捧着

一碗冒着热气的汤圆，“甜食糯食不能

多吃，但今天是个例外！”

吃完热气腾腾的汤圆，一场关于

“元宵来历和回忆”的故事会紧接着开

场。“元宵节猜灯谜的习俗来自古时候

势利的财主……”年近七旬、曾长期担

任中南海速记员的志愿者陈宽宏在台

上讲故事，台下的居民们听得津津有

味，回忆到童年过元宵节时的点点滴

滴，那些满头华发的老人们，竟露出了

孩童般的笑容。

除了吃汤圆、猜灯谜，拉兔子灯也

是一项传统活动。故事会现场，志愿

者们还现场制作起具有节日混搭风格

的兔子灯。“我要给妈妈画个有很多爱

心的兔子灯，当作节日礼物！”一位小

朋友拿起毛笔，在兔子灯上画得起

劲。而志愿者们也发挥想象力，将世

博会志愿者“心”型标志、雷锋形象元

素等搬上兔子灯。

三节齐聚首，居民们举办活动时

的心思特别活络。元宵节当天，德立

居委会活动室里一派热闹景象。考虑

到小区北方居民较多，元宵节吃汤圆

的习俗在这里变成了吃水饺和包包

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7位平均年龄超过 65岁的老

爷子西装笔挺地亮相，为的是趁“三

八”妇女节的当口，用诗朗诵的形式向

家庭主妇们表示感谢。别看台上老爷

爷们朗诵时有模有样，排练时闹出的

笑话可不少。72岁的余远震，每次上

台前装假牙的举动，总能把队员们逗

得哈哈大笑。而来自五湖四海的队员

们，往往朗诵到兴奋处就会乡音“毕

露”，一个不巧甚至还会把整个团队

“带沟里”。“没想到！”原本还在为元宵

节没法与子女团圆而惆怅的空巢老人

沈兆英，现在却欣喜地说：“子女在国

外，社区居民待我也像家里人一样温

暖！” 记者 唐敏

元宵节，嘉定人除了吃汤圆外，

还会自制一种独特的美食——和泥

羮，喝了这碗暖呼呼的羹汤之后，才

算真正过完了年。

和泥羮虽是元宵节小食，但在

菊园新区宝菊社区，一碗和泥羹却

勾起了居民们的乡愁（见上图）。朱

桥村的汪兵娥与竹筱村的崔琦明，

原本并不熟识，因为动迁同住在宝

菊社区。3月4日，一次社区组织的

自制和泥羮活动让她们找回了熟悉

的味道，也让她俩成了新社区里的

老伙伴。“丸子、碎面条、老菱、青菜、

荸荠、肉汁是传统和泥羮里的材

料。”崔琦明说。在嘉定很多农村地

区，至今还保留着吃和泥羮的习

俗。老人们会用大锅和柴火烧制，

用大缸存放，并在未来的一周内，以此

为主食。回忆起儿时的味道，汪兵娥

说：“那时，孩子们在元宵节可以敞开

肚子吃。大人们会把春节期间剩下的

肉汁、剩菜与面条和丸子烧在一起。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就是过年的最快乐的事了。”离开农

村后，汪兵娥和崔琦明很久没尝过和

泥羹了。 记者 李华成 文/摄

相关链接>>>和泥羮的由来

和泥羮也叫贺年羹。相传明朝

时，“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时升有个

学生做了大官，回到家乡嘉定后去拜

见老师。那天刚好是正月十五，唐时

升看到学生登门拜访，心里又喜又

急。喜的是学生做了高官，做老师的

脸上也有光彩；急的是屋里穷得没啥

好东西招待他。师生俩谈了一会，唐

时升叫妻子准备饭菜。唐师母烧不出

啥好吃的东西，心想：这学生虽然做了

大官，但总归是我们的晚辈，烧些土产

谅他也不会见怪。于是就把灶上供奉

神明的供品红枣、荸荠、老菱、豆腐干、

油条等及碗橱里的冷面、馄饨、冷饭、

素小菜混合倒进一只锅里，烧成了一

锅菜粥。学生接过师娘端来的菜粥，

觉得味道蛮好，越吃越想吃。吃完后，

学生对老师说：“这粥好吃得很，学生

孤陋寡闻，不知它叫何名？”唐时升愣

了一下，随即灵机一动，对学生说：“这

粥里混合了新年里吃剩的菜肴，可以

叫‘贺年羹’。”从此，正月十五吃“贺年

羹”就成了本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嘉定居民自制和泥羹庆元宵

居民以旧换绿倡环保
本报讯 3月 8日，“绿化走近你

我，绿色改变生活”绿化主题宣传活动

在嘉定镇街道举行，来自全区 12 个

镇、街道的志愿者带来了绿化小品、组

合式盆景、多肉植物等格局特色的展

示项目，还为市民免费提供废旧电池

换花服务，共向市民赠送盆花 3000
份。 记者 李华成

企业成立爱心善助金
本报讯 日前，由上海三德兴房

地产有限公司与安亭镇妇联合作设立

的“三德爱心善助金”揭牌成立。三德

公司将连续三年出资10万元，用于帮

助安亭镇区域内的困难妇女、儿童及

家庭，每年将有25至50人次受益。

通讯员 龚妍

本报讯 3月5日是元宵节，大多

数人都忙着与家人团聚，而新成路街

道的居民邹洪鸣一家 3 口却把时间

“耗”在别人身上。这一天，他们以区

红十字会“红泥巴”戏曲队志愿者的身

份来到迎园医院，与桃李园学校的学

生、区机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为迎园

医院的老人们带来了一场热热闹闹的

演出。

当天中午不到12点，邹洪鸣每天

例行的瑞金北院志愿者服务工作一结

束，就带着老公和儿子来到迎园医院

二病区。虽然参加过很多次类似的演

出，但作为戏曲队的主力，邹洪鸣一家

每次都会亲力亲为安排好所有的准备

工作。丈夫孙和平负责挂条幅、放道

具，儿子孙义哲负责调试音响、摆放摄

影器材，而邹洪鸣则负责全队成员的

着装、人员协调，整个过程一家3口驾

轻就熟。下午 2点一到，老人们悉数

入场，节目准时开演。邹洪鸣有 2个

节目，沪剧《阿必大》和与丈夫合演的

《家》，由于当天说话较多，邹洪鸣的嗓

子略显沙哑，但她的节目老人们都看

得津津有味。儿子孙义哲告诉记者，

当初在敬老院做志愿服务的时候，邹

洪鸣听说老人都爱听沪剧，于是就自

己买光盘在家里学着唱，唱着唱着就

唱上了台面，虽然离专业水平相去甚

远，但老人们听了也都乐呵呵的。

演出结束时已接近下午 5点，收

拾完演出设备，虽然已经过了饭点，但

邹洪鸣一家还是马不停蹄地赶去医院

看望长辈，这是她第一个没能陪父母

吃饭的元宵节。

记者 王安琪

本报讯 “冬天里送的是温暖，

夏天送清凉，喊一声老张，心里滚滚

烫……”2月8日晚嘉定原创志愿者

之歌《老张》在第４届全国社区网络

春晚录制，并于春节期间在中国社

区网、新华网及湖北卫视等媒体播

出。截至发稿，该节目在社区网络

春晚官网的点击量达60多万次。

新成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首歌曲由街道志愿者作词、作曲

并表演，讲述了志愿者们的真实故

事。经过两年的打磨和十多场演出

的历练，该节目已由独唱变为10余

人表演的情景剧。

志愿者演员团队的负责人潘大

华告诉记者，1月初，《老张》等 5个节

目在街道完成样片录制，在送出近 1
个月后，仍未收到反馈。团队成员们

不断通过网络、电话向节目组打听消

息。“就差终审了，如果通过，就可以到

武汉表演了。”2月1日，听到这一消息

后，潘大华因欣喜与不安直到很晚才

睡着。次日，审核通过的消息传来，潘

大华如释重负。

据了解，全国1.2万个社区报送了

1.5万个节目给社区网络春晚，《老张》

是如何在众多的节目中突出重围的？

潘大华介绍，故事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演出人员全是社区志愿者，场景也非

常生活化，最重要的是剧中人物及情

节都有真实原型。演出之前，全国社

区网络春晚的节目组还专门派人来嘉

定了解《老张》的相关情况，“老张小善

大爱的情节太感人了，生活中很需要

这样的榜样。”节目组工作人员说。

脱颖而出上社区网络“春晚”本是

一件好事，但对扮演残障人士的张莉

华来说，却有点犯难。原来，张莉华年

仅 6岁的孙子也参演节目，家里人一

开始不同意她带小孙子去武汉。一来

年底机场、车站人员众多，可能不安

全。二来担心她要照顾孙子，影响到

节目演出质量。最终，在张莉华的反

复保证下，家里人同意了。潘大华告

诉记者，平日在嘉定排练都是小舞台，

但武汉的正式演出舞台足有百余平

米，而且为凸显舞台的层次效果，还设

置了升降台，“演员有时在平地上，有

时在台阶上，经过两天 4场的调整走

台，才通过导演的审核。”潘大华说。

“圆满完成、圆满完成！”当晚演出

后，参演人员连用两个“圆满完成”表

达内心的喜悦。大家纷纷表示，与其

他省市的“民星”进行演技交流后，可

以学到很多演出方面的技巧。

而在潘大华看来，通过全国社区

网络春晚平台，有利于形成唱老张、演

老张、学老张、做老张的志愿者服务氛

围，时间久了，就会有无数个老张走出

来。 记者 冉涛

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各不相同

嘉保社区打造“亲情和园”
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各

不相同……新的社区结构使得邻里之

间多少有些尴尬。但在菊园新区嘉保

社区，这样的邻里关系正在逐渐破冰，

变得更为融洽。

5年前，路素琴和爱人一起从山

西太原来到嘉定照料子女，本以为和

子女一起生活很幸福，但没过多久，她

发现新的生活环境和老家差别非常

大，时常感到孤独寂寞。居委干部了

解到情况后，根据她的喜好，将她安排

进了社区的健身队。很快，性格开朗

的路阿姨就结交了许多社区内的伙

伴，并多次代表嘉保社区参加如练功

十八法等比赛。像路素琴这样的例子

在嘉保社区屡见不鲜。作为一个

2009年刚成立的新社区，新上海人约

占到小区人口数的 40%，如何使新上

海人和本地居民能够相互融入成为社

区工作的重要议程。2010年，嘉保社

区根据居民年龄结构推出了以“欢乐

宝贝园”、“靓丽妈咪园”、“活力酷爸

园”和“健康老乐园”等四个园组成的

“亲情和园”，为居民们量身打造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和志愿活动，形成人

人都能参与、互相交流的良好社区氛

围。

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密集的社区，

嘉保社区还成立了新上海人自治管理

委员会，由新上海人推选委员，负责信

息管理、扶困助残、政策咨询、计划生

育、文明我宣、文明我行、文明督导等

7个方面的事项。

通讯员 朱敏敏

一家人齐“上阵”为老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