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伟坚 文

1958 年我家搬迁至控江路黄兴
路口的控江新村，当时控江路上的
是一条起点为海宁路至松花江路的
61 路公交车，而在黄兴路上的是一
条江湾五角场至松潘路的60路公交
车，均是为方便在此沿线工人新村
出门开行的公交线。

后面带拖斗的公交车

印象较深的是，这种公交车加
视窗前有一个红色箭头部件，驾驶
员转弯时就将这个箭头朝所往的方
向拨一下；上下客的车门是木头做
的，有滑槽移动，售票员拉上门后需
要用钥匙拧一下关上。那时候带铰

接车厢的俗称“巨龙车”尚未出现，
由于往返市中心区域的公交车乘客
较多，61 路等线路就出现了带拖斗
的车辆。

我等小伙伴对拖斗尤其情有独
钟，出门总会央求家长坐后面的拖
斗车，除了乘客少空座位多外，还
因为里头空间适宜嬉闹，往往一个
拖斗车内全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的小孩子。以至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上海公交开行出母婴专车后，我
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当年的这种
拖斗车。

背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念小学时，控江路上的公交车车
顶全部背上了煤气包。小孩好奇发
问，大人语焉不详。每到风雨季节下
班时分，耗去大半的煤气包在风雨萧
瑟中东摇西晃。

上 车 后 ，如 有 人 打 听 沿 线 某
个地址，售票员随口就会报出你
应该在哪个站点下车或在哪个站
点换车；复杂一点的还会出主意：
你有没有月票？没有的话如果在
前面这个站点下车，尽管多走了
一站路，但可以省下三分或五分
车费……

1972年我下乡，返城时在十六铺
码头终点站坐 25 路电车回家，因着
大旅行包里装满大米黄豆花生等农
副产品，根本无法提上车，驾驶员见
状马上下车帮我一起提，只听嘣地一
声，旅行袋上的攀带子应声而断，“好
重呵！”他颇不好意思地笑笑。

那个年代公交车上的驾驶员售
票员，真是给乘客们留下了许多温馨
的记忆。

儿时控江路上的公交车

杨浦记忆

野果经霜实 ■钱政兴

旅游日记

■叶基馥 文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一首李白的《将进酒》，
让我感受到黄河的雄伟壮观；“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曲《黄河
大合唱》，让我感受到黄河与中华民
族命运的紧紧相连。今年国庆长假
过后，我与五位农友参加了“山西+
陕西”12 天的旅游，在山西、陕西交
界处的黄河边上走了一圈，近距离感
受黄河。

我们首先来到位于山西偏关县
的乾坤湾风景区，一条“S”形走向的
黄河就在眼前。远远望去，黄河如
同一条黄色的绸带，在峭壁间飘来
荡去。

随后，我们来到了有着“黄河入
晋第一湾”的老牛湾。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流经青
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市、
自治区，如同一条巨龙在大地上弯曲
飞舞。在流入山西时，临近陕西、内
蒙古的交界处打了一个弯。老牛湾
这座古村落，就坐落在黄河的转弯
处。村落紧挨着黄河，而长城也从这
里逶迤而去，便有了黄河长城在此握
手的美称。

说到九曲黄河的壮观，不得不说
陕西的乾坤湾景区。那是游览的第
八天，我们从山西碛口经过黄河大
桥，便踏上陕西大地，游览了与山西
有着同一个地名的乾坤湾。据导游
介绍，黄河九十九道弯，最美莫过乾
坤湾。站在乾坤湾观景台，只见黄河
奔涌而来，流到中央一座如同巨盘的
山峰，便绕着这座“巨盘”奔流而去。
目睹此景，“奔流到海不复回”，诚不

我欺。
在山西碛口古镇的黄河岸边，有

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冲刷、同化与日
晒 形 成 的 天 然 奇 景——“ 黄 河 壁
画”。那天，我们一行人乘车来到岸
边，然后坐上小船，沿着黄河向南驶
去。不一会儿，黄河东岸石壁上，一
幅幅鬼斧神工的“黄河壁画”映入眼
帘：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似飞禽走
兽，还有的如宫殿，似飞船。船公边
开着小船，边指着“壁画”介绍：这是
乌龟，这是恐龙，这是观音……但在
我的眼前，这一幅幅“壁画”，正是九
曲黄河奔腾向前的壮景，是黄河岸边
纤夫们负重前行的脚印，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图腾。

山西、陕西黄河游，当然壶口瀑
布是最重要的景点，我也是冲着壶口
瀑布这一胜景而去的。上午我们一
行人还在陕西的黄河岸边乾坤湾游
览，吃完午饭便乘车跨过黄河，再次
走进山西，来到了壶口瀑布景区。

起初，走进景区，走下沟底，并没
给我带来多大惊喜，宽宽的河床显
得有点干涸，脚下是细沙和鹅卵石，
流淌的河水也如同小溪，一脚就能
跨过去。但随着人流走近河心，便
传来震耳欲聋的涛声。抬头望，巨
大的飞瀑从上而下，如千军万马奔
腾而来，厮杀着，呼啸着，飞溅的水汽
雾蒙蒙一片。

“黄河，黄河，我来啦！”我在心中
呼喊，在壶口瀑布前拍照留念。虽然
一会儿就满脸满身湿淋淋，心中却十
分惬意和激动。轰隆的涛声，奔涌的
河水，这不正是一曲现场版的《黄河
大合唱》，扬起不屈的头颅，汇聚磅礴
的力量，不管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
百折不挠奔向大海。

晋陕两地游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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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

■郁建民 文

去 图 书 馆 ，是 我 长 期 以 来 养
成的业余生活习惯。好长一段时
间，因工作调动四处迁徙，没有定
处，但每换一个地方有空就往图
书馆跑。

年轻时，有着分外强烈的求知
欲，每逢周日或放假探亲，基本上都
钻进图书馆里，小说、散文、诗歌，抓
起来就读，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也使
我深深地体会到读书的好处。

如今退休了，去图书馆就更勤
了。我去图书馆总是步行前往，这
样既可以活动筋骨，散心健身，又
可以欣赏路边的景色，呼吸新鲜空
气，自然随意，悠然自得。

每次去图书馆，我常带一支笔、
一个笔记本、一杯茶，觅得好词佳

句、重要信息，用笔记下，慢慢品
味，快乐知足。“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清新，令人
心情愉悦；“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
开遍透帘明。”享受夏季燥热中的
一丝清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涌起寒冬里的一缕
浪漫……图书馆确实是个好去处，
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教育等书
籍样样皆有。阅览室里，宽敞、明
亮，四壁的报架和杂志架上，摆满
了全国各地的报刊，可提供时事新
闻、轶闻趣事、养生健体、文娱体育
等各方面信息。数以万计的藏书，
犹如知识的海洋。在图书馆里，只
消站起来，走到书架面前去，它们
就笑吟吟地迎接着你了——所花无
几，却能尽取所需，这等福气，哪里
去找？这里的书刊是那么丰富多

彩，这本才放回书架，那本就又在
召唤你了，我常常看得忘了回家的
时间，妻子笑我看书看饱了。

当然，图书馆里还是老年读者居
多。也许人生经历相似、年龄相仿，
看待事物观点略同。大家一回生二
回熟，共同的爱好，唤起感慨和激情，
便于识文友广交新人。每“遨游”一
次都受益匪浅。在这里，志趣相投
的人“类聚”，交流写作的心得和乐
趣，写作灵感和谋篇布局，在相互切
磋中蕴育。

人到老年，坐拥图书馆，身动、心
松、脑用，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从图
书馆出来，精神上便有着说不出的充
实、开阔、振奋，心中原有的不快抑或
难解的结，会在阅读中得到开解疏
导，还心情以明媚与宁静，还生活以
美好和向往。

我的图书馆情结

■高汉良 文

从1978到2020，四十二载，弹指
一挥间。

那年的我，青春年少才二十多
岁。在茫茫黄海前哨，在千里海防线
上，曾经扛枪、巡逻、守边卡…… 往
事如烟，恍若昨天。

如今，我已迈入古稀之年。儿孙
缠膝，便想说说我家的“变迁”。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部队回上
海探亲，全家十几口人挤在老西门不
到30平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里。生煤
炉，倒马桶，打井水，摇蒲扇，市井生
活之艰辛，一言难尽，毕生难忘。

十年军营生活，如白驹过隙，离
开部队时我已经结婚。老西门的

“家”固然拥挤，母亲还是设法为我们
小俩口腾出了一间5.7平方米的“后
客堂”，“方寸”虽小，大家庭的生活倒
也其乐融融。

后来有了孩子，“后客堂”便日渐
不便了。单位领导及时向我们伸出
了温暖之手，帮我将老西门的“家”，
搬迁到了新闸路。这是一间小小的

“亭子间”，虽稍稍大了些，也不足 8
平方。但与邻居合用的灶披间和抽
水马桶，却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上了一
个台阶。我在“亭子间”放上一张床、
放上老式五斗柜和小圆桌，便“满满
当当”了。想到从此有了自己的温馨
小“家”，心里甜甜蜜蜜。

新闸路位于大上海的“中心”，它
的北面是北京路，南面就是热闹非凡
的南京路。那年头，岳母家住在位于
杨树浦路的“上水公房”，我妻的工作
单位也在附近。我们必须每天把女

儿送到岳母那里，然后妻子才可以安
心去单位。所以，我每天清晨要骑一
辆旧自行车，送老婆孩子到南京西路
和青海路交汇处的“27路”公交起点
站，目送娘俩坐车赶往大杨浦，才蹬
着自己的“老坦克”匆匆去上班；晚饭
后，一家三口又会沿着石门一路散
步，不一会儿便到了霓虹闪烁的南京
路上……

那时的快乐微笑，至今还挂在我
的脸上。

光阴荏苒，改革大潮风起浪涌，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也享受到了改革
开放和企业发展的红利，上世纪八十
年代，我搬进了大杨浦的工人新村，
漂亮的小区，两房一厅的面积，有阳
台，还煤卫独用！记得那年正赶上母
亲八十大寿，兄弟姐妹和晚辈们全来
了，大家在我的新居里为老太太庆贺
生日，欢声笑语，传遍了楼上楼下左
邻右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后
来又先后搬过几次家，从部队到地
方，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伍军人，
我们普通人家的生活像芝麻开花一
样——“节节高”。

如今我和女儿一家住在古北国
际社区，晨起去步行街锻炼身体，夜
来凭窗观璀璨灯火，老两口带着孩子
住在漂亮的高楼里，小区绿树成荫，
雀鸣蛙唱，一派宜居景象。

上海的城市地铁早已四通八达，
老西门的“老家”早已经不见，那里成
了八号线的“老西门站”。每每闲暇
时，我常常会去那里走走，从川流不
息的人潮里，寻找自己过往的生活足
迹，感受岁月静好。

岁月悠悠

岁月静好话“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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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歆瑜 文 郭心华 摄

喧嚣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捧起一本喜欢的书慢慢赏
阅似乎很“奢侈”，其实阅读可以很简单。近期，杨浦区图书
馆图书自助借还服务点，新增了杨浦公园、江浦公园、松鹤公
园、翔殷路1015号、通北路540号、国歌纪念馆广场六个点位。

据悉，“互联网+借书”服务——书界于2017年推出，围绕
“杨浦15分钟阅读”的建设理念，在各大商圈、园区、校区等人
流量密集地，设立多个图书馆公共服务延伸点。通过人脸识
别、4G网络传输等高科技，实现无人值守的图书自助借还。

在杨浦公园借书点，亮着LED灯的自助机伫立在静谧的
公园一角。家住延吉新村社区的边先生告诉记者，之前就在
靖宇中路上看到过此类借书机，但没尝试过，逛公园又碰到
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出手机扫码，为小孙女借了一
本童话书，借书的流程比他想象的快许多。边先生退休多
年，每月一本新读物是他给自己的读书计划，以前要往返图
书馆，或者在书店购买，如今省时又省力。“内容最好是多方
面的，比如旅游、烹饪等，关于老年人保健的都很好。”

和边先生不同，住在控江路社区的李女士，已经是书界
的忠实粉丝了。她不仅可以在眼前的书柜借到需要的图书，
还可以在书界app上，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约图书，收到信息后
再到家门口来取。李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她现在借书很高
效，但第一次看到书界还不太会操作，而且公园附近老年人
较多，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志愿服务，指导大家如何借书。

对此，杨浦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刘宇说：“往年我们有志愿
者在商圈、社区提供一年两次的志愿者培训服务。今年受疫
情影响，线下培训暂停，随着疫情稳定线下培训服务活动还
会继续。”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书界化危为机，以安全便捷的互联
网互动体验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完善网络建设，让智慧
阅读精而细，2020年新布设智能借书柜14处，总计46处。截
至11月22日，网借书库馆藏增至80244册，借阅量216373册
次，同比增长43%，借阅人数81097人次，同比增长24%，借阅
量占杨浦图书馆总借阅量的46%。书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网
借图书配送服务体系，为读者提供“信用免押金”“书柜取书”

“送书到家”“你选我买”等智慧阅读服务，服务模式的优势得
到充分显现，项目被专家肯定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
可推广的“杨浦模式”。

据刘宇介绍，自今年3月恢复服务以来，书界平台首月借
阅量40765册次，借阅人数33015人次，与疫情发生前相比，借
阅量增长118%，人次增长186%。“书界期望以良好的口碑和
服务，赋能老百姓读书‘更安全、更便捷、更丰富、更多元’。”
在线上互动体验方面，赋能阅读推广新活力。疫情防控期间
积极汇聚文化活动资源，推送“新冠防疫知识竞答”“答题阅
世界·争当读书王”“全民阅读·藏尽书香”等线上、线下阅读
活动14场，参与读者9640人次。

除此以外，为响应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
和安徽省图书馆共同向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公共图书馆发
出的“城市阅读一卡通”倡议书，9月28日，由上海市杨浦区图
书馆倡议、“长三角”地区相关公共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长
三角公共图书馆网借图书服务联盟”。书界正以自己的品牌
影响力，为广大读者创造更舒适的阅读体验。

杨浦区图书馆无人值守的图书自助借还服务升级

书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