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救助站，他们感受着另一种“团圆”
这个中秋，有的受助人员回归家庭吃上了团圆饭，还有一些受助人员———

中秋佳节，浙江嘉兴，张建明（文中受助

对象皆为化名）一家围坐在八仙桌旁，吃了

一顿团圆饭。这顿饭，张家等了八年。今年中

秋节前夕，在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工作人员

的护送下，离家八年的张建明终于踏上返程

之路。 看着窗外渐渐熟悉的景色，寡言少语

的她不禁眼眶泛红。

张建明无疑是幸运的。 在救助站，还有

许多来自天南海北的受助人员。 他们之中，

有的人肢体或智力残疾，不记得自己姓甚名

谁，也不知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中秋之际，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为他们

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团圆饭”———来回揉搓、

擀皮、包馅儿，一排排烤得金灿灿的月饼让

人不禁胃口大开。这些至今仍与家人失散的

受助人员，感受着另一种“团圆”。

做月饼、制花灯……救助管理站里的丰

富活动，填补着受助人员的心灵空缺。 虽然

相比于漫长的生命旅途，救助管理站或许只

是受助人员短暂停留的“驿站”，但工作人员

依旧希望，每时每刻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在

家般”的温情暖意。

正摆着碗筷，工作人员祁巍眼前浮现出

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位曾经在站里住过

一段时日的小男孩，名唤陈金琪。 每次工作

人员摆碗筷，小陈都会发出一声 “dui”。 初

时，工作人员不知这是何意。 后来他们脑海

中闪过一个念头，便以此为线索，在全国各

地方言中搜索比对。 最后，竟在闽南话中寻

找到了类似说法。原来，在当地方言中，筷子

被称为“箸”（闽南语中发 dv 音），与小陈的

发音类似。 靠着仅有的一点点线索，救助站

最终帮助小陈找到了家。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副站长计琼表示，

甄别寻亲的过程就好比一次次“探案”，只有

从只言片语中抽丝剥茧，才能寻觅到关键线

索，解码身份之谜。

为此，救助管理站专门设置了名为“类

家庭”的功能室。与宿舍式样的起居室不同，

这里更符合“家”的样子———从客厅、餐厅、厨

房到卫生间，种种功能空间一应俱全。 工作

人员期待，温馨的布置能唤起更多像小陈一

样的受助人员的情感记忆， 哪怕是 “万分之

一”的可能，他们也希望能“救助一个、送走

一个”。 据介绍，今年以来，上海市救助管理

二站已成功寻亲 27 人。中秋节前夕，两支护

送小队辗转多地，见证了多个家庭的重聚。

回归家庭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帮他

们重新接续社会关系。 在护送张建明返家

后，计琼顺道去看望了一位挂怀许久的受助

人员阿春。 一年多前，护送小分队开车将阿

春送回家， 阿春妈妈神情激动， 喊了一声：

“你终于回来了！ ” 在等待阿春归家的七年

里，阿春父亲去世了，但母亲与姐姐始终没

有放弃寻找。 找到阿春后，姐姐忍痛舍弃了

在大城市的生意，返家照顾阿春。

在护送、回访受助人员的过程中，计琼

也看到了寻亲的另一面。大多数走失者存在

智力或精神障碍， 照看他们已成家庭负担。

计琼说，他们尽最大可能与当地政府部门对

接合作，为受助人员寻找各种资源，打通寻

亲“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陈
钢：

我
爱
的
上
海
永
远
不
会
老

走在上海的繁华街头， 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和

闪烁的霓虹灯，有人感叹“尹雪艳永远不老，上海永

远不老”。这就是我喜欢上海的理由。我也没有老，因

为我们是上海的孩子，心中有海，海上有灯。

———陈钢

初见陈钢，你绝对无法相信他已 86 岁了。 他

的衬衣是恰当的粉色，时髦、雅致，下颚线条利落，

眼神波光潋滟，神情沉稳又不乏激情。光阴固然在

他身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却又额外地赋予了他

永不干涸的活力。

《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创作者、《金

色的炉台》系列红色小提琴曲创作者、海派文化沙

龙“克勒门”掌门人……他用对美和爱的感悟，将自

己的人生与海派文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海派文化，我想海

派文化首先就是‘海纳百川’。”作为一名享誉海内

外的作曲家、散文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钢在

创作音乐的同时， 几十年来致力于海派文化的挖

掘、研究和传播。

“比如说我父亲陈歌辛创作最广为流传的一

些歌曲 《玫瑰玫瑰我爱你》《永远的微笑》《蔷薇处

处开》，其实在曲调上并不是‘洋’的，而是非常中

国式的。但是他运用了当时风靡世界，却在中国音

乐里还十分罕见的古典爵士风格来创作， 演出后

从上海流传到全世界。 ”

事实上，培养陈钢的上海音乐学院，这座中国

最早的音乐高等学府之一，本身就是“海纳百川、

中西合璧”的最佳典范：创始人萧友梅博士曾赴德

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 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教

授求学于美国耶鲁大学， 老院长丁善德曾随法国

作曲家娜迪亚·布朗热和“六人团”的阿尔蒂尔·奥

涅格学习作曲， 另一位老院长桑桐则是现代派大

师、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的嫡传……

当然最重要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始终重视民族音乐的传承，是国

内最早建设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作曲学科的高等院校。

海纳百川的艺术滋养、中西合璧的家学渊源，使得陈钢在作

曲、写作之外，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传承海派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20 年前， 我是听故事的人；20 年后， 我变成了讲故事的

人。”陈钢说，“上海的故事要一代一代讲下去，没有故事，上海就

没有了血肉。 ”正是这个原因，2012 年，陈钢和好友共同创办了

海派文化沙龙“克勒门”。

“克勒门”从 2012 年第一期举办至今，诸多海派名流来到这

里讲述他们的故事，延续着海派的文脉和艺脉。 秦怡、马革顺……

他们在这里分享上海故事， 带领人们触摸上海的精致、 温暖、品

位、开拓、创意……而这也恰恰是这座城市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全世界把上海称为‘魔都’，魔在哪里？就是魔在出创意、开

先河、永远不老、总是新生。 ”陈钢说，“这里有中国第一部电影、第

一个交响乐团、第一所音乐学院、第一个爵士乐队、第一家唱片

厂、第一部电话……因为它是创意之都、创意之城和创意之首！ ”

“上海是永远不会老的———永远摩登、永远时尚、永远创意、

永远面向世界。 ”86 岁的陈钢依然如此年轻，爱玫瑰、爱音乐、爱

上海、爱他所爱，在等待着更多新的讲故事的人，将上海不老的

传奇一代一代传下去。 （文/王路）

中秋假期上海市场销售平稳有序
18日至20日三天线上线下消费逾358亿元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悉，本市中秋小

长假市场销售平稳、活跃、有序，线上线下消费额逾 358 亿元。来自消

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的监测显示，9 月 18 日至 20 日三天，上

海共发生线下消费金额 177.8 亿元，消费人次 1532.2 万；线上消费额

181.0 亿元，同比增长 16.5%。

据市商务委抽样调查 329 家零售和餐饮企业的数据显示，9 月

19 日至 21 日全市实现销售额 25.8亿元。 从地区看，虹口、宝山、崇明、

长宁、普陀等区样本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两位数以上，特别是虹口、宝

山 2 个区节日销售增速超过 50%；从业态看，购物中心、便利店、专业

专卖店等业态都保持较好增长，其中港汇恒隆、宝山万达、大华虎城、长

泰广场、静安大悦城、浦东山姆会员店等销售额同比增长两位数以上。

月饼是中秋佳节消费市场的主角担当。 节日前夕，老大房、光明

邨、新雅、泰康、三阳盛、新长发等老字号的特色产品鲜肉月饼深受市民

追捧，三阳盛、新长发等节日销售额同比增长 12.2%。 与此同时，迪奥、

古驰、芬迪、思琳、宝格丽、蒂芙尼等国际品牌纷纷推出别具特色的中秋

月饼，受到中高端消费市场欢迎。

上海从 9 月 19 日起启动“金秋购物旅游季”，结合“金九银十”传

统消费旺季推出 200 余项特色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 8 日。中秋“第一

弹”，各商业企业结合特色组织了各类营销活动。比如，南京路步行街

推出“艺术新势力”主题活动，联手国内先锋艺术家推出多款“大月

亮”中秋美陈，同时举办“步步街是福，笔笔皆是运”主题活动；瑞虹天

地太阳宫开业同期推出“日心说”艺术展览、首届潮流博览会等主题

活动；虹桥天地举办一年一度“天地世界音乐节”主题活动，九组中外

演出团队展现中国音乐艺术的融合创新和世界多元音乐的魅力演

出；百联中环购物广场推出“花好月圆齐相聚”中秋主题活动，联合潮

流 IP“太空兔”ROBBi 带来超值美妆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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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1935 年出生于上海，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上
海音乐学院教授、散文作家。 1959 年，24 岁的陈钢与何占
豪合作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中国历
史上最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作品。 2017 年荣获中国文联
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

用“潮”工具助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黄震有着自己的农耕创业梦———

“种点田、养小羊”是黄震的微信签

名，也道破他的职业属性———农民。 背

靠世界级生态岛的好生态， 他在崇明

区创立上海万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围绕 “菜篮子” “米袋子” “肉

盘子” 生产和探索， 重点发展 “两无

化” 大米和蔬菜、 白山羊等崇明特色

生态农产品。

在很多公开场合， 大家都把他归类

为“新型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熟悉市场，带动当地增产增收。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基础。

如今，像黄震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正

在用更“潮”的工具让特色农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推动实现从 “土里刨食 ”到

“土里刨金 ”的嬗变 ，成为现代化农业

建设的生力军。

盐碱地变“宝地”

在家人和朋友看来，当初，黄震跨

界创业胆子很大。1983 年出生的他，毕

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 曾是国

家二级运动员，考过公务员，也做过“金

融男”。 从小在上海市区长大的黄震，之

前未曾接触过农村， 又是如何与农村、

与土地结下深厚情缘的呢？ 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凭借着热爱，才会心甘情

愿地把青春时光奉献在土地上。

2008 年“转岗”后，黄震和父母在

崇明区中兴镇承包了 300 亩土地 ，开

始种植有机蔬菜。每天凌晨 3点从市区

赶往崇明田头干活，一开始，他还真有

点不习惯。 等做完全部准备工作，真正

产出第一批有机蔬菜时，已是 2011年。

种地不简单， 尤其是对于当时的

“门外汉”黄震来说。 农场重度盐碱的

土壤让本就需要较高生长条件的有机

蔬菜面临“种不出来”的危机。

中兴镇地处长江入海口， 盐碱程

度非常高。 黄震回忆道，地上白花花的

一片盐碱，到处杂草丛生，大棚全部损

坏，棚膜风化，棚架生锈断裂。

当时从未种过田的黄震并没有气

馁， 请来农科专家一同钻研。 针对实际

情况， 专家给出两种方案： 一是从其他

地方运土过去， 把盐碱地全部覆盖； 二

是把盐碱地深耕后利用淡水进行反复过

滤。 因考虑别处运土覆盖不现实 ， 他

唯有选择后一种方案。 每翻一遍地，浇

一遍淡水， 然后再上一层有机肥……

两年修复土地、一年试种，经过整整三

年转换期， 土地终于达到种植有机蔬

菜标准。

“触网”让农业贴紧需求

新农民与新技术的结合， 正在乡

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播下金色的种

子。 2012 年， 黄震注册成立了万禾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就此 “触网 ”

的脚步从未停止。 万禾使用机械化自

动育苗， 进盘、 下料、 压穴、 覆土等

一套流程后， 工人便将一车秧盘摆上

育苗床培育。 以前靠人工， 一小时只

能完成 50 个秧盘的播种 ； 现在机械

化， 同样时间轻松搞定 1000 个秧盘、

7 万棵有机菜的播种。 66 亩大棚， 只

需两三个劳动力。

农场采用一套智能化系统进行管

理，不仅能展示农产品种植计划、农产

品实时产量、采后库存等信息，会员客

户也能借此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

只要扫描对应二维码， 便能获取相应

产品的详细信息。 基地里一共种植了

150 余种蔬菜，每年会淘汰客户最不喜

欢的 10%，然后换上新品种。 渐渐地，

“万禾”在客户心中成为了响当当的绿

色蔬菜放心品牌， 先后获得中国有机

蔬菜认证 ，欧盟 、日本 、美国等的权威

有机蔬菜认证。

随着消费需求增长， 原有 300 亩

规模的有机菜已满足不了客户需求 。

规模扩大到 1700亩后， 有机肥需求量

增大， 每年农场用于购置羊粪的费用

就有十几万元， 蔬菜秸秆问题也亟待

解决， 怎么办？ 万禾开始饲养崇明白

山羊。 2015 年， 占地 300 亩的万禾崇

明白山羊扩繁场落户中兴镇 。 眼下 ，

万禾正在自主研发 “羊脸” 识别智慧

养殖系统， 力图用摄像头自动辨识实

现高效管理。

黄震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在崇

明花博会上看到了世界各地优良的花

卉、蔬菜品种，万禾会进一步深入发掘

种源发展。 同时，还看到了低碳高质量

种养循环发展农业的未来方向， 是后

花博时代农业的新一轮奔头。

■“上海：创业者沃土”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新型

职业农民 ”

黄震。

算法决定价格，好东西值得买两次

在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安福路上，由互联网企业
“多抓鱼”创办的二手商店成为网红

一把剪刀 ，一筐 “拷边 ”废布条当

作绑书带，一页打包教程，静静地搁置

在绿色铁艺窗下———在衡复历史文化

风貌区安福路上， 有一家开业不久的

“多抓鱼 ”循环商店 ，大部分顾客买单

后都选择自己打包， 买二手书的仪式

感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家精品书店。

轮到任笛时， 她的打包手法略显

生疏：“这是我第一次来线下店， 但我

对‘多抓鱼’很有感情。 ”2018年，小任

首次接触 “多抓鱼 ”小程序 ，一口气卖

出了13本书，收入140.2元，她用这笔钱

又在小程序上买了一些二手书。 有买

有卖的三年里， 小任从本科生变成了

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整个寝室通过“多

抓鱼”小程序卖出了两大箱旧书。

这个中秋小长假， 小任选择在上

海市区逛逛 ， 首站便选在 “多抓鱼 ”

线下商店。 用惯了小程序的她， 对线

下商店充满好奇， “网络虚拟大书库

成了一个真实的地方， 琳琅满目的书

触手可及 ”。 在这座老洋房里 ， 清洁

消毒后的旧书陈列在 “菜篮子书架 ”

上， 顾客只需拿出手机扫码， 便可获

得价格和品相信息 ； 三楼二手服装

区， 近乎全新的各类品牌服饰排布整

齐， 有心人都能在这里买到心仪的衣

服 。 店员从不插手顾客选购过程 ，

“希望在这家舒适随意的店里 ， 每个

人的体验都很有趣”。

“我们的客户群并
不都是年轻人”

“相比新书， 我其实更喜欢二手

书。” 小任说， 一本经人翻阅过的书，

从质感上就有变化———书页变得蓬

松， 手感舒适； 如果有前主人的涂涂

画画则更是令人惊喜， 这样一来 “看

书就能和一个陌生人产生奇妙的情感

联结”。

这恰是 “多抓鱼” 对循环经济的

理解： 真正的好东西值得购买两次。

“我们的客户群并不都是年轻

人 。” 店员小鱼介绍 ， 偶尔进来闲逛

的游客， 爱读书的学生， 带孩子消磨

周末的父母， 或是一人独自看书选书，

或是三两成群交换讨论， 一齐构成了

这个书店包罗万象、 容纳更多可能性

的特质。

开业之初， “多抓鱼” 希望将店

铺设计成一个好逛的小市场， 而不是

噤声严肃的图书馆， 所以并未摆放椅

子。 不久后有客人提出， 逛久了还是

希望有地方能歇歇脚。 在墙角摆放椅

子后， 客人坐在那里看书， 与绿色水

磨石马赛克的墙面包框构成了一幅和

谐 “画作”， 为书店增添动人一角。

“进门就打消顾客
购买二手商品的疑虑”

作为一家线上买卖二手书起家的

互联网企业， 从诞生之初便跑在新业

态赛道前列， “多抓鱼” 为何还执着

于开设线下门店？

“线上业务触及面广， 而线下用户

忠诚度更高。 ”小鱼说，一个书店、一本书

出现在客人眼前， 对他们产生了具象的

影响。因此他们在门店消费后，不论是线

下复购率还是线上转化率都很高。

决定二手商品购买率的关键在于

定价 。 “多抓鱼 ” 采用大数据算法 ，

根据供求关系决定二手商品价格 ，

“如果一本书卖的人多 ， 买的人少 ，

那么价格就会相对低廉 ”。 线上线下

一个价 ， 几百元就能买到名牌古着 ，

成为很多用户趋之若鹜的原因。

为了将客人吸引进门 ， “多抓

鱼” 从选址到店铺设计都颇费思量。

与上海城市气质相契合， “多抓

鱼” 选择了位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安福路上的一幢老洋房。 由于一楼空

间狭长， “多抓鱼” 干脆将其用作概

念展示与展陈空间 ， 墙壁上播放着

“多抓鱼 ” 如何循环二手商品 ， 以及

清洁消毒的流程， “在进门就打消部

分客人对于购买二手商品的顾虑”。

设计之初， 老洋房还保留着旧式

墨绿色铁艺窗， 从这些高挑窗户看出

去的风景， 让来自天南地北的员工印

象深刻。 于是， 不仅窗户被保留， 整

个书店更是相应地设计为绿色主题 ，

由人工打磨出圆角， 一块块长度不足1

厘米的水磨石马赛克拼贴在门框和墙

壁转角， 配以暖黄色地面、 家具和灯

光， 一个舒适、 惬意、 友好的购物环

境就此诞生。

■本报记者 周辰

中秋小

长假期间 ，

顾客在 “多

抓鱼” 线下

店选购二手

书。

本报记者

周辰摄

共度中秋
共叙友谊

昨天，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 “老外讲故事俱乐部” 中秋

茶话会在静安昆仑大酒店举行。 歌曲演唱、 小提琴演奏、 中西乐器合奏、 昆

曲互动体验……茶话会上， 俱乐部的老外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品尝着甜甜

的月饼， 在悠扬的旋律中， 共度中秋佳节。 图为在昆曲互动体验环节， 来自

加拿大的尚希林 （左） 在昆曲老师指导下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