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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返疁，行囊装满“家香”味儿
本报讯 春节假期结束了，回家

乡探亲的人们纷纷踏上返程之路，回

到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在嘉定客运

中心，虽然客流量不算很大，但与返程

的他们相伴的，不管或大或小的行李，

都塞满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乡和亲情

味道。

刘女士毕业后来上海工作已经快

六年了，每年从徐州回嘉定都要带一

大堆土特产，有牛肉、腊肉、辣酱等。

“妈妈知道我今年计划生小孩了，特意

给我塞了家养的土鸡蛋。”刘女士说。

关于这些充满爱意的鸡蛋，还有一段

故事。刘女士介绍，虽然父母住在乡

下，但已有好多年没养过鸡了。去年年

初，母亲专程到隔壁县城买了10只小

鸡仔回家饲养，可是好景不长，这 10

只小鸡先后病死，直到后来买的第二

批才勉强活下来 5 只。最让她感动的

是，母亲利用苹果和香梨外包装上的

泡沫网，将鸡蛋一个个包裹得严严实

实，装在一个硬质、可提的食品盒里

面。记者注意到，鸡蛋整整齐齐地摆在

盒子里，外面还特意套上家里用了几

十年的尼龙网兜，防止盒子的提手被

撕烂之后摔碎鸡蛋。“既想笑，又被母

亲大人感动到想哭!”2 月 22 日，刘女

士通过这条朋友圈表达了对母亲的感

激。

“这不是钱的问题，母亲做的红薯

粉最天然最纯正，多少钱都买不到。”

说起这次从重庆回来带的红薯粉，钱

大福脸上满是兴奋。钱大福的行李不

多，编织袋里装着他每年必带的红薯

粉。“这种红薯粉不是烫火锅的那种条

块状的，而是白色粉末状的，主要是在

炸酥肉时用。”钱大福解释说。事实上，

嘉定也能买到这种红薯粉，但钱大福

觉得味道不纯正。“每逢过年总要带上

一大包，差不多够吃半年，关键是能吃

到正宗的家乡味道。”钱大福说，家里

年前就为他准备好了这包红薯粉，“是

自家种的红薯，从地里挖出来之后，再

经过捣烂、过滤、晒干等工序，都是我

母亲一个人手工制作的，绝对纯天

然。”除了红薯粉，钱大福还带了一壶

重庆菜油和当地的火锅底料。为了带

这桶油，钱大福一家没有选择坐飞机，

而是乘动车来上海。

“能多带就多带。”桂林女孩高洁

告诉记者，她的行李箱一大半空间早

就被年糕、广式腊肉、螺丝粉等特产占

据。这些东西是不同的亲人为她准备

的，“家里人听说我要回上海，姑姑、叔

叔、舅舅们早早就为我‘定制’了礼

物。”高洁说。亲戚们知道高洁要回老

家过年，年前就到处搜集这些土货，用

她妈妈的话说就是“有些东西，有钱未

必能买到最好的。”

记者 冉涛

银行卡密码重置，需证明女儿是亲生的？

本报讯 除夕夜，位于江桥的万

佛寺人头攒动，许多上海市民来到院

内烧香、撞钟、祈福。万佛寺不仅取消

了头香券销售，还举办“暖心春”慈善

活动，通过微信慈善许愿平台筹集善

款，资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沪团聚。

据悉，虽然烧头香免费，但为了有

效控制人流量，上海万佛寺采取“免费

不免票”措施，信众需在指定地点领取

门票进入寺院。嘉定区佛教协会鸿懿

法师表示，此举避免了寺院人流量过

大，既保障了安全，也能让更多市民免

费享受到传统年俗。“寺院里张灯结

彩，各种祈福和心愿表达着人们对新

年的憧憬，只有驱散商业味道，才能回

归本源，留住浓浓的年味。”鸿懿法师

说。

近年来，上海万佛寺一直致力于

创新春节祈福方式，探索迎新祈福新

风尚。该寺院率先开启微信许愿，通过

“指尖祈福”，市民足不出户便可礼佛

祈愿。去年，万佛寺通过这种方式募集

了百万元善款，设立了“广慈卫生发展

基金”，用于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卫生

系统医护人员的培训，以及该县因病

致贫家庭的慈善救助。今年，广大信众

每通过寺院的许愿平台发送一条愿

望，寺院就捐出一元钱，用于资助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来沪团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志高，

著名书画家杨建勇慷慨捐赠个人作品

用于义卖。此外，“暖心春”活动还得到

了多名文体界人士的支持，纷纷赞助

善款，争取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

子女来沪与父母团聚。

通讯员 张懿 张徐赟

万佛寺为留守儿童圆梦

本报讯 日前，南翔医院妇产科

成功抢救一例卵巢黄体破裂术后突发

弥漫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目前，该名

患者已康复出院。

回想起十几天前的危急情况，患

者仇女士仍然心有余悸。35岁的仇女

士因卵巢黄体破裂入院手术，手术过

程一切顺利，生命各项指标均正常。术

后，病人被送入病房进行术后观察，体

征无异常。然而，7 个小时后，医生随

访时发现仇女士尿量少，心率加快，血

压下降。“患者情况不容乐观，很危

险！”当班医生立即查看血常规等检

查，结果显示血小板异常减少、凝血分

析四项均异常，即患者出现了弥漫性

凝血功能障碍（DIC）症状，病情非常

危急。在命悬一线之际，当班医生立即

启动危重病人抢救预案，开通抢救绿

色通道，同时补充凝血因子，输入大量

的红细胞悬液、血浆、血小板等药物。

经过彻夜抢救，仇女士生命体征逐渐

平稳，逐日康复。

据了解，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不是

一种独立的疾病，是由多种疾病在进

展过程中产生凝血功能障碍导致，是

一种临床病理综合征，死亡率高达

31%-80%。 通讯员 华英 邹少丹

弥漫性凝血障碍患者获救

本报讯 继“证明你妈妈是你妈

妈”后，近日，有读者向本报记者爆料

了一件“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的奇葩

事儿。

年初七上班第一天，市民颜小姐

去嘉定新城某银行给女儿存学费伙食

费，颜小姐本打算用ATM存款了事，

不巧的是，这张用女儿身份证办理的

银行卡，颜小姐忘了它的密码。为了找

回密码，颜小姐只能选择在银行的非

现金业务柜台办理密码重置业务。然

而，问题就来了。因为银行卡是以女儿

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工作人员告诉颜

小姐，若要重置密码，就必须“证明你

女儿是你女儿”。颜小姐随即向工作人

员出示了女儿的及其本人的身份证，

并强调这两张身份证上的住址完全相

同，但得到的回复是：按规定，必须出

示户口簿和出生医学证明才能证明你

女儿是你女儿。无奈之下，颜小姐只有

再请一天假，把所有证件带齐，证明女

儿是自己亲生的后，再缴纳学费。

专业人士提醒，不管是带儿童出

门、旅行，还是办理与儿童相关的业

务，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都是必备品，父

母要妥善保管这些证件，以免引起不

必要的麻烦。 记者 唐敏

遗失声明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经济管理

事务中心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南翔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户名称：上海市嘉

定区南翔镇经济管理事务中心，核

准 号 码 ：J2900096692701，账 号 ：

03806800040083620），现声明作废。

元宵佳节来临之际，上海育才中学美术老师李良明，通过剪纸艺术，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别样的民俗文化课。据悉，在元

宵期间，李良明还将带着这门课程走进嘉定新城（马陆镇）希望社区，让社区市民了解剪纸艺术的魅力。通讯员 宣琛昊/摄

简讯

迎园菜场
封闭改造4个月

本报讯 2 月 26 日，新成路街道

辖区内的老牌“菜篮子”迎园菜场开始

为期 4 个月的封闭式改造。3 月 2 日

前，现有的70多个摊位将陆续搬迁至

迎园路上的临时菜场经营。

改造后的迎园菜场将进入2.0时

代。水产、肉、禽蛋等食用农产品将统

一使用电子标签，采用二维码技术形

成完整的信息追溯链条，买菜市民通

过支付宝、微信即可完成支付。改造期

间，600 平米的临时大棚将主要销售

水产、肉类、禽蛋等，30多家蔬菜摊位

将集中搬迁到蔬菜小棚内经营。整个

标准化菜场改造工程将在 6 月底完

工，7 月启用。改造完成后，蔬菜小棚

地块将建成停车场，新增 30 个停车

位，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馨文

本报讯 办了健身年卡却总是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每次兴冲冲写完新

年计划却从未认真履行？当大部分人

在朋友圈感慨自己不自律时，嘉定仓

新小区一位根雕达人已经坚持创作

40余载，从未间断。

这位根雕达人名叫张建忠，今年

67 岁。走进他家，空气里弥漫着淡淡

的木香和竹香，客厅的沙发、壁柜、电

视柜摆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雕刻

作品。在张建忠的少年时代，他一心想

学一门手艺，先后去棉花厂、理发店挨

家挨户毛遂自荐，屡屡遭拒，终于在

16岁时进入常熟红木雕刻厂，接触到

绘画和雕刻，从此入了迷。4年学成出

师后，他开始自己接单跑生意。从最初

做窗框、婚床上的雕花，到后来在各大

公园的雕梁画栋上留下手笔，从柴火

枯木到名贵木材，都能在他手中重获

新生。如今，张建忠的根雕工艺品已多

次获得全国奖项，被众多爱好者收藏。

张建忠向记者展示了一组自己的

得意之作——一件竹制红木镶口的笔

筒上雕刻的“春耕图”。作品描绘了新

年伊始，农民开始耕种的场景。人们在

田间插秧、锄草，一旁还有来送饭的家

人，吹着短笛放牛的牧童……张建忠

说，这件作品寓意新的一年蒸蒸日上，

也映射了他的童年经历。另一件“渔翁

图”则描绘渔民打鱼的场景，渔船船篷

处镂空的雕刻手法足见他的功力。张

建忠介绍，除了镂空雕外，自己常用的

雕刻技法还有浅雕、立体圆雕、深浮

雕、浅浮雕、阴刻、陷地深刻、线雕等。

其中，“以透雕、深雕见长”正是嘉定竹

刻典型的雕刻技法。

“做根雕费时费力，容易落下‘职

业病’。”张建忠说，当年40瓦的电灯

泡 2 个人合用，一干起活儿来没有时

间观念，一坐下就是一天，而且扬尘较

多，对身体伤害极大，“当年60多个师

兄弟，现在还刻得动的没有几人了”。

张建忠自己也有着 1800 度的高度近

视，但他从未放弃。“创作的过程让我

觉得很快乐，很有成就感。”张建忠说。

完成一件根雕作品，要经过找根、

清泥、去皮、阴干、构思、打胚、雕刻、修

光、打磨、上油等多道工序，这其中最

难的当数构思了。张建忠告诉记者，根

雕最重要的是能呈现出自然美，不能

先要雕什么，再去找树根，而是要根据

树根的形状，来想象能刻什么。

在他家的客厅里，一块经过初级

处理后的黄杨木材，放了 10 多年没

动。“一旦下刀就没退路了，得想好”，

于是，吃饭、走路、甚至睡觉张建忠都

在构思，木材的每一处起伏转折都刻

在了他的脑子里，“本来想雕一个‘龙

虎斗’，但总觉能够更好的，再想想

吧。”张建忠说。

每当遇到瓶颈时，展览和书籍就

是张建忠最好的老师。大大小小的根

雕展，张建忠一去就是一整天。书房里

堆满了艺术类书籍，这也是他技艺日

渐精进的诀窍。张建忠偶尔也会带着

自己的实物作品和影集参加根雕领域

的交流活动，结识海内外的朋友，从中

获得启发。近期，考虑到体力大不如

前，张建忠则把精力放在了把件、挂件

等小件根雕作品上，不失实用性和观

赏性。

张建忠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根雕的队伍，他透露，自己的孙子

正在跟他学习，“从磨砂皮开始，这是

很重要的学习步骤。”

记者 赵一苇

根雕匠人张建忠：择一业爱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