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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3月22日《80后热衷收
藏老城厢界碑并为之设博物馆——
建一个场 让上海摩登历久弥新》的
报道有了一个美好的延续。年近七
旬的邮局退休职工吴文尧专门给本
报来信，盛赞陈败保护上海记忆的同
时，还提供了重要线索。昨天，这两
位80后与50后在本报记者的“牵线”
下，终于见面了。

吴老先生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上
海当兵，并且于80年代正式调到上
海工作，对上海的文化一直非常喜欢
与珍爱。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
期看到过一些珍贵墓碑被他用，并希
望陈败能寻回这些墓碑，珍藏起来。
因为，这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昨天的相聚安排在陈败位于浦
东大道 288 号 1 楼的有恒博物馆。

陈败特意邀请吴老先生参观他的私
人博物馆。对于陈败收藏的这么多
上海老城厢界碑，老先生赞不绝
口。

吴老先生不是上海人，而是一位
来自安徽的资深“新上海人”，还因为
热心助人获得过“杨浦好心人”的称
号。退休前，他在邮局搞宣传工作，
因此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家住6楼
的他与志趣相投的4楼邻居每天互
换报纸看。邻居家正好订了一份青
年报，每天会把报纸放在自家窗台
上，供吴老先生前去取阅。因此，他
一直是青年报的忠实读者。

“我虽然不是老上海人，但对于
上海的历史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
因此，对于年轻时，一些历史性的东
西被破坏感到特别痛心。”吴老先生
告诉青年报记者，他希望有更多像陈
败这样的年轻人，能留住上海弥足珍
贵的历史记忆。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前两天，一份杨浦区初
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在网络
上流传，试卷中综合运用版块出现了

“饿了么”相关题目，引发网友和家长
关注。昨天下午，杨浦区教育局对情
况进行了通报。

杨浦区教育局在《关于杨浦区初
三第二学期质量调研语文试卷综合运
用板块命题的情况通报》中表示，针对
日前网络及媒体反映上海杨浦区中考
二模卷含大量“饿了么”内容，被指广
告植入的情况，杨浦区教育局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向命题团队了解情况，进
行核查，现将初步核查情况通报如下：

1、该试题出现在今年4月9日的
杨浦区初三第二学期质量调研语文试
卷的综合运用板块里，该考试是初三
学习过程中的一次常规考试，重在对
近阶段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调研。

2、综合运用模块重在考查学生在
创设的情境中学习和运用语文知识的
能力。命题团队选取了学生熟悉的生
活素材，设计了以某学生调研“饿了
么”平台在生活中被大量使用的原因
的情境，让学生有话可说，同时希望通

过该题，一定程度引导学生增强社会
责任感，关心社会弱势群体。

3、该试题所引用相关材料均来
自于报纸与网络，其中材料1来源于
百度百科，材料2来源于云南网2018
年4月25日《为“有温度的城市”添砖
加瓦》的相关报道，材料3来源于《语
文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
平”专题。

4、此次命题按照杨浦区学业质
量监测流程，命题团队由教研员、基
层教师和命题专家组成，共同完成命
题与审核。经核查，未发现本次命题
团队成员和“饿了么”订餐平台有商
业往来，或参与与之有关的商业活
动、收受相关广告费用的情况。

5、对该试题素材选择引发的部
分家长及社会公众的质疑和不适，我
们深表歉意。这说明我们在命题时
考虑还不够周全、严谨，我们将认真
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比如在设置社
会场景式命题时，一般不涉及具体企
业、机构组织，更加重视公众感知等，
同时对相关命题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命题研究、评
估、管理工作，提高命题工作质量。
感谢家长及社会的关注。

陈败与吴文尧一同翻阅青年报报道。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杨浦区教育局回应语文试卷出现“饿了么”题目

未发现命题者和商家有商业往来

建一个场
让上海摩登
历久弥新

漫步吴房村，75户人家临水而
筑，每家都是粉墙黛瓦式的二三层小
楼。门前的小菜园种着时令蔬菜，供
游客采摘。江南水乡的民宅错落有
致，溪水潺潺，杨柳依依，在桃花艳色
的衬托下，更是有如一幅水墨风景
画。

据介绍，吴房村的改造设计，源
自一幅水墨长卷——“桃源吴房十景
图”。由著名国画大师吴山明老师指
导，其子吴扬主笔，与设计师团队共
同创作完成。

而承担建设任务的中交上航局
项目管理团队共有19人，平均年龄
32岁，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里，这支
青年团队将吴房村从原来的破落村
落改造成了一个具有江南海派风格
的村庄。

“之前，村里的道路要么是泞泥
不堪的土路，要么是坑洼开裂的水泥

路，不少路还是断头路，村民出行极
不方便。起初，施工队按照惯常做
法，直接铺设水泥路。平整笔直的水
泥路铺好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
来才发现，乡下的路就得有乡野特
色。”吴房村项目经理曹峥说，项目组
拆掉原有的水泥路，换成了青石板，
一旦雨后还会长出青苔，拆房留下的
老瓦片被铺在新建的石桥上，如波如
浪。

“一村一景，处处皆景，我们宁可
少砍一棵树，少拆一幢房，也要尽可
能还原乡村自然隽永的本来面貌。”
曹峥说。为了保留路边的一对“夫妻
树”，巧妙地缩窄了路距，为了避免河
水上涨冲刷绿植土壤，特意采用木桩
生态护岸的方法。村里的一座百年
老宅修旧如旧成为村史馆，村民的瓶
瓶罐罐、磨盘等农耕用具，被布置成
了景观小品。

上海南郊又现新“世外桃源”
本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吴房村一期即将完工

80后与50后
共话上海记忆

吴房村。 受访者供图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桃花掩面……坐落在上海
南郊的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如今宛如一个“世外桃
源”，清明小长假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赏花。
而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记者了解到，作为
上海市规划建设的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吴
房村率先启动项目建设，一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收尾
阶段。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乡村美食部落、创意农夫市集、
皮划艇俱乐部、自然教育课堂、乡村
青年双创中心……被誉为“中国黄桃
之乡”的吴房村坐落在上海南郊，在
改造前，正面临着多重困境——黄桃
树“超龄服役”，土地板结贫瘠，种桃
人也变成了五六十岁的老人，桃农后
继无人。通过乡村振兴项目，如今的
吴房村正变身“田园综合体”。既保
留了乡村的老味道，同时开发乡村资
源，培育新产业。

在发展“黄桃+”产业的同时，吴
房村将流转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用于
培育一二三产高度融合的宜农、宜
商、宜业的产业综合体，吸引资金、青
年、人才回流。同时摸索以租金、股
金和薪金的“三金”模式帮助当地村

民增收，据测算每户每年至少增收
10万元。

曹峥介绍，吴房村一期工程重构
了农、林、水、田、路、桥、房的生态布
局，既保留了田间作物、水系河道和
古树，又新建道路和桥梁，疏浚河道，
并配套公共设施，实现wifi覆盖，四
大管线入地，改造当地影剧院，新建8
大标准化鱼塘供垂钓比赛。

根据规划，吴房村一期工程的75
户宅基地中，十来户仍旧保留作居民
住宅，与同样留存下来的古树、河道
为乡村注入古老味道。其余61户宅
地基目前已流转给村集体，用于引进
新产业。工程还在收尾阶段，就已经
有其他村慕名而来，希望能够成为下
一个吴房村。

破旧村落被改造成水墨村庄

“田园综合体”融合新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