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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文 朱惠兴

1949年 5 月 27 日，上海正式解
放，今年是上海解放的 70 周年。 作
为亲历者，上海解放的“一段情”，令
老赵“今夜无眠”。

5 月 26 日早晨 5 点多，电话铃
声骤响。 我刚醒来，忙接听电话。 是
老赵打来的。 他说，上海解放 70 周
年，他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告
诉我， 他想起了 70 年前的一天早
上， 亲眼见到解放军战士睡在上海
胶州公园门口的马路旁， 于是挑了
一担开水去给解放军战士喝。我说，
我理解你激动的心情。

老赵是老劳模、老党员，我写过
关于他的文章，曾在《长风周到———
长风回忆录》以及《长风社区晨报》
上刊发（见《他在长风公园捡垃圾，
留下一串动人故事……》）。 为了安
抚老人的激动情绪，我说，要不你口
述、我执笔，再写一篇“挑担开水给
解放军战士喝”的文章？ 他说，好。
我们在老赵家里聊天， 他对过去的
事情“如数家珍”，把他过去在粮油
店里所做的点点滴滴讲给我听。 这
些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没有披
露过）。 我终于明白：一位劳模是怎
样“炼”成的……

主动召开座谈会
1956 年公私合营后 ， 老赵是

“七爿店并一爿店”（三爿粮店、四爿
油酱店）的店经理。为了把粮油服务
工作做好， 老赵主动到居委会召开
座谈会，听取意见与建议。粮油店附
近三个居委会 2000 多户人家，老赵
熟悉其中 1000 多户人家的家庭情
况：姓名、地址、家里几口人、工作单
位、几号休息、几号发工资等，做到
心中有数， 针对不同情况提供不同
服务。 上海市粮食局曾在大舞台召
开全局职工大会， 老赵当场表演了

“七知道”的绝技：随便哪一家，不用
看户口本， 你提出问题， 他对答如
流。

主动挂上“样品米”
老赵做了两只上面开口的木箱

子，箱子前面插有一块透明玻璃，里
面分几格放有大米、籼米、面粉等样
品，挂在两条弄堂深处的屋檐下。居
民需要什么品种的米、需要多少斤、
什么时候送米等， 可以写字条连同
购粮证，一起放进箱子。老赵每天去
开箱，根据居民需要，把米送上门。

主动摆开“服务台”
老赵把两只乒乓台拼成一个

“服务台”，放在店堂门口。台上放有
一本意见簿， 欢迎居民提意见 （建

议）。 面盆架子上放了一盆水，挂了
一条毛巾。 在“服务台”旁边还放了
一个茶缸。 前来购米的居民可以洗
洗手， 然后从茶缸里倒点茶， 坐在
“服务台”前的长凳上喝口茶休息一
会儿。 特别是在大热天， 喝口凉茶
“透心凉”！

主动配置“流动车”
老赵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油盐酱醋料酒等，配置成一辆“流动
车”（三轮车）。 老赵进弄堂摇着铃，
大声叫喊：“油盐酱醋来啦、 油盐酱
醋来啦！ ”居民可以在家门口购买。
特别是双职工家庭，平时工作很忙，
在家门口买到“油盐酱醋”，可腾出
时间忙其它家务。 （笔者注：当年的
“油酱醋酒”有散装、可零拷。 ）

主动起火“旺煤球”
当年居民生煤炉的柴禾有配额，

每月凭证购买 5斤。 为方便居民家早
起生煤炉，老赵用废旧柏油桶，自制
了一只“大煤炉”。 老赵在粮店起火生
好大煤炉后， 用铁拖车拖进弄堂，大
声叫喊：“旺煤球来啦、旺煤球来啦！ ”
把烧旺的煤球售给有需要用的家庭

（一角七只）。 居民家的小煤炉用上
“旺煤球”，可直接烧水煮饭，省掉了
生煤炉的时间，也节约了柴禾。 （笔
者注： 时煤炭店划归粮油综合商店，
所以有煤球供应。 到弄堂供应“旺煤
球”，可谓“雪中送炭”，很暖心！ ）

主动销售“面条儿”
每天下午三点钟光景， 老赵把

粮店里当天没有卖掉的面条 （大概
有三四十斤），按半斤、一斤称好分
量盘在木格子里， 放在载重自行车
的后座架，骑车下里弄销售。 “面条
来啦、面条来啦！ ”有需要的居民家

会购买。弄堂里几个圈子一兜，面条
也就卖完了，说明居民对“面条儿”
在下午也是有需求的。

主动送上“炮仗炉”
当年里弄大办食堂， 解决吃饭

有困难家庭的吃饭问题 （附近单位
职工也可搭伙）。当老赵得知食堂蒸
饭用的蒸汽不足、 经常会影响 “开
饭” 时， 便主动联系到四方锅炉厂
（在共和新路）， 运来两只 “炮仗锅
炉”（有一吨半到两吨重），解决了食
堂蒸饭用的蒸汽不足问题，“开饭”
时间也有了保障。

主动送上“大冬瓜”
有段时间老赵借到区里整理材

料，看见区府车棚旁边有一块闲置土
地，便主动种上冬瓜。后来冬瓜长大，
每个有二三十斤重。老赵把大冬瓜装
了两三大箩筐，送到里弄食堂，食堂
阿姨笑哈哈。

长风这位老劳模，上海解放时竟然做了这件事

【长风回忆录】

【居民来稿】

我在丽娃河学会了游泳

文 刘必虎（师大三村）

我是一名华东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 在校
园中，每当我行走在进入夏雨岛的三孔桥上，
望着桥旁的丽娃河水， 尘封的往事就会爬上
心头。 那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事儿了，学校

在夏雨岛南端东侧与丽娃河东岸之间筑起堤

坝隔断河水，并封堵三孔桥的桥洞，围成了一
个简易露天游泳池。 这使我们这些年青人欣
喜不已：有了一方嬉闹锻炼的乐土！ 那时，住
在校内第五宿舍的余家荣、 顾元吉和我等几
个物理系的青年教师，相约清晨（夏令时节）

学校广播还未响时就到这泳池中划水游泳。
喜悦之情、 喧闹之声总引得路过行人驻足观
看。 直至到了早餐时间，我们才匆忙走进当时
的防空洞 （即现在大学生活动中心西边靠墙
的一处高墩），在里边冲洗、更换衣服后去河
西食堂早餐，运动完后感觉饭菜特别可口呵！

那段夏日时光，只要待在学校里，我们总
要挤出时间在这泳池中“泡”上一会儿。 不过
在烈日下的黄金时段，这里人挤人，难以伸展
手脚畅游了。 令我难忘的是，我本是一个“旱
鸭子”，竟然在这里学会了游泳。

随着“开门办学”等运动的开展，我们陆
续到工厂、农村去，就无法光顾这里了。大约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 华师大建造了标准的
室内游泳池， 这个简易的泳池就废弃了，并
挖去堤坝，清除堵塞桥洞之物，使这里恢复了
原貌。

丽娃河、 夏雨岛是华师大文化传承中的
响亮名字，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里
也整治得越来越美。 全岛竹木繁茂， 古树虬
枝，浓荫下凉爽宜人。 岛南端改建了高大宽敞
的水泥凉亭，四周无围栏，登临南眺可观丽娃
河美景。 岛北端新建的由太湖石堆砌的假山
高高隆起，山顶有古色古香的凉亭，亭前有石
台石凳，亭下有可供玩赏的石洞，石洞前后高
低错落的石径环水而筑。 岛西围墙拱门上刻
写的“夏雨鸣蝉”，正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

更幽”这诗意境界的写照。 仲夏季节，倘雨水
阵阵， 全岛便呈烟雾飞腾的迷蒙之态， 遂有
“夏雨鸣蝉”之名，成了华师大校园八景之一。
这就是我四十多年前学会游泳的地方， 我心
中的圣地： 曾为戏水游泳场， 而今还她文脉
乡；山水亭台景色美，文化传承作脊梁！

（2019 年 8 月 2 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老劳模赵根海同志

采访笔记

老赵是粮油店经理，可以不参加劳动。 但是，柜台内外，弄堂深
处，到处都有他“做好事”的身影。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解放日报》
曾在头版刊登《爱管闲事的人》的文章，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上海滑稽
界老前辈范哈哈，跟随老赵劳动，体验生活。

老赵说，唯一一张留存在女儿处的老照片，是 1959 年与老伴结
婚时的照片。 其它老照片和文字资料， 在房屋装修时放在门口楼道
处，被清洁工阿姨当作垃圾处理掉了。 不会忘记：刚来到上海时，只穿
了一件汗衫、一条短裤；没有忘记入党宣誓；没有忘记要践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一段情”埋藏了 70 年，70 年来，老赵同志为民服务乐在其中，
只要是民众需要，不管是分内分外，他都乐意去做，并且要把它做好，
一如他当年“挑担开水给解放军战士喝”。 有句话说得好：“劳模是做
出来的”，百姓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也会投你一票，劳模
就是这样“炼”成的。 我要为赵根海同志点一个大大的赞。

（感谢赵根海为本文写作提供照片和文字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