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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都翘
首以盼“十一”国庆的到来。 70 年一路走来，无数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默默奋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却在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正是他们的恪尽职守才换来了国家的发展。

国庆前夕，记者采访了家住万航渡路的蔡正华老先生，生于 1949 年的他与新中
国同岁。 或许从他的身上，读者能感受到老一辈人的奉献精神。

生于曹家渡，从未离开过

蔡正华的身份证显示，他出生的年月是
1949年 1 月 14 日。1949 年 1 月 29 日是那
一年的大年初一，所以按照农历算，蔡正华的
生肖属“鼠”。蔡正华现在的家就在万航渡路
391 号，这是一栋两层楼高的旧式小楼，从出
生到现在，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
过。

经蔡正华介绍，原先他家后面全是居民
住宅，里面的弄堂四通八达，当时这片区域归
康家桥居委会管。“康家桥”在现在的地图上
已经找不到了，成为了历史名词。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新辟的武宁南路连
接了静安至普陀。一大片老房子因市政工程
而拆迁，唯独万航渡路上的几栋小楼没有拆，

后来划给了中行居委会。
蔡正华的学生时代都在曹家渡度过。作

为 1968届的毕业生，他是典型的“老三届”，
当时全国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城市知识青
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到祖国的边疆到农村帮
助建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蔡正华在家
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姐，下面有三个妹妹。
当时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他因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最后是由三妹代替他去了安徽。

由于高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的
蔡正华就在街道团委和居委会的团支部负责
文教宣传方面的工作，之后还跟着家里的一
位亲戚，做过维修水泵马达。1974 年，他被街
道安排进了街道工厂里做工，在里弄生产组
从事检验产品的工作。

街道工厂是 1958 年在城市开展的社会
经济生产形式，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妇女劳
动力，让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上
世纪 70 年代，1958 年进入街道工厂的妇女
到了退休年龄，知青回沪政策也有所放宽，为
了继续维系街道工厂的生产任务，蔡正华就
和其他回沪青年一起被安排进了街道工厂。

蔡正华回忆说，那时候的街道工厂有很
多，每个工厂分配到的任务也不一样。街道工
厂作为国营工厂的辅助车间，主要负责产品的
组装任务。他所在的街道工厂就和上海人民
电器厂对接，组装低压电器设备的零件，最后
经过检验合格后就可以出厂。当时街道工厂
的最低工资是7角 /天，工龄越长工资越高。
蔡正华离开街道工厂时，工资是 1.3 元 / 天，
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遇到人生转折，进入冶金行业
1978 年，蔡正华的父亲到了退休年纪，

那时候国家有“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父母退休
后可由子女办理手续，到父母原单位上班，顶替
空余名额。就这样，蔡正华就成了这项政策的受
益者，进入父亲的原单位上海冶金设计院工作。

当时的上海冶金设计院属于事业单位，
里边的大部分员工是干部编制，刚进去的新人
只能算工人编制。蔡正华被分配到了设计院文
印科，负责印刷材料、管理资料的工作。1980
年，蔡正华通过以前积累的技术经验，在设计
院里搞了一项技术创新，和其他同事联合研制
成功了一台复印机，获得了上海冶金局的技术
奖，同年还被局里评为了先进工作者。

那时上海冶金局有“工人转干部”的培

养计划，蔡正华被单位选为了培养对象，到上
海冶金专科学校攻读大专课程。当时这所院
校施行“双轨制”管理模式，由市冶金局和市
高教局共同管理，后来学校和化工专科学校
合并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蔡正华说，他在 3年时间里，每周三脱产
上课，星期天还要上课，那时候还是单休制，
除了寒暑假外，他的生活轨迹就是单位和学
校。好在他在街道工厂做工期间，在业余大学
进修过英语、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电气设计
等课程。有了基础后，让他在专科大学学起来
也更轻松。从专科学校毕业后，蔡正华从文印
科调到了电气科，在科室里的自动化小组，从
事自动化设计方面的工作。

成功研制专利测温仪 经手国内外大小项目
1980 年代的炼钢厂大多采用指针显示

仪，测量钢水的原理和量体温一样，操作工人
用带有热电偶的测温管插进钢水，控制室里
的人员就盯着显示仪表看，等待指针稳定后，
再通知炉前的工人取出测温管。

相比传统的指针显示仪，数字显示仪更
精确，使用起来也更便利。尽管当时的仪表厂
已经有能力制作数字显示仪，但鉴于市场需
求小，仪表厂不愿意接单。在设计院工作期
间，蔡正华就利用项目间的空档期，独自研制
成功了钢水数字测温仪。

从开始设计到最后成型，前后花了 1年
的时间。数字测温仪上的每个数字长宽 5寸，
一排有四位数字，整个测温仪有 20 寸电脑屏
幕的大小。设计测温仪时，他还利用了单片机
原理，在测温仪里编写了程序，既能保证测量

的温度实时，又能即时锁定温度，并且数字测
温仪直接装在炉前，方便操作工人查看。专利
研制成功后，数字测温仪生产了 300 多台卖
给了全国各地的炼钢厂。

蔡正华在电气科工作时，单位就为设计
人员配备了计算机，但当时的绘图软件CAD
没有中文版，操作界面是全英文，办公室里会的
人也不是很多。之后，蔡正华被设计院派到北京
参加为期两周的CAD软件学习，学成回单位后
帮助其他同事。当时有些老员工还是习惯手工
绘图，但最后交项目方案时都要用CAD图纸，
这也是行业标准。由于经常对着电脑屏幕画图、
看图纸，导致蔡正华的视力受到了损伤，以至于
他现在外出走路时，会出现脚高脚低。

从 1978 年进入单位到 2007 年退休，近
30 年时间里，蔡正华经手了不少大小项目，

并在 1987年入了党。退休前几年，他经手的
几个大项目有上钢一厂的不锈钢项目，上钢
三厂、五厂的电炉项目，后来这些厂先后划归
宝钢集团。

1995 年国家施行双休日制后，上海还一
度出现过“星期六工程师”的热潮。多了一天
休息后，工程师们都抓住机会接外活。蔡正华
当时也为不少乡镇企业做过项目，为家庭增
加了收入。

蔡正华回忆说，以前的万航渡路远没有
现在这般热闹，马路两边都是里弄和小洋房，
只有零星几家小吃店。那时候居民购物就是
往两头跑，买高档东西去静安寺，买低档东西
时去曹家渡“五角场”。万航渡路正好处于两
头中间，闹中取静。

退休后的蔡正华加入了静安区老年科技

协会，成为讲师团成员。每月他都会走入社
区，为居民宣讲科普知识，为老年生活增添活
力。他表示，与新中国同岁是幸运的，他为祖
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他希望年轻一
代能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工作岗位上拼
搏向上，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