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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

小城大事

【党旗飘扬】

长寿路的昨天和今天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

编者按：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长寿社区晨报》
特别开启“我和我的祖国”栏目，社区文魁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视角，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生动展现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
的精神风貌。 用文艺表达人民群众对祖国的赤子之情，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文 翟笃钧

上世纪 60 年代，新婚燕尔的我把家安
在了普陀与静安交界之处的江宁路，也就
是现今的玉佛城地块。初到普陀，家门口的
长寿路是我最常踏过的马路，上班出行每
天都要经过。当时，人们习惯把这一大片区
域称作“大自鸣钟”。

那时的长寿路虽没有现今那么宽敞，
但热闹气氛却是一脉相承，犹记得长寿路
从江宁路至西康路的这一段，“闹猛”程度
最甚！这里有中西结合庭园式的妇婴保健
院；有楼宇整齐、规范排列的中百四店；有
四开间、门面品种较全的箱包店；有品牌各
异、中外均有的钟表店；有驰名沪上的“四
如春”点心店；有拥有各种面料、时装的布
店、服装店；有赫赫有名的西康路室内菜
场；还有门面装饰仿古的中药房和大楼里
的牙病防治所等。

虽然这里离开传统意义上的上海市中
心———人民广场有着将近十里路，不过商
肆林立，市井生活丰富的长寿路，俨然是沪
西首屈一指的闹市地段。

从长寿路桥西侧至曹家渡这一段而

言，那时光电影院就有二家：常德路附近的
大都会和曹家渡的沪西电影院；中学有四
所：新会中学、西康中学、长寿二中即现今
的同济二附中和五一中学，还有以教学质
量闻名的江宁学校；医院有两家：纱厂医院
（利群医院）和纺一医院；此外，这里还有
一座与静安古寺一样齐名的玉佛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沪西最重要
工业基地，长寿路一线的工厂也是一爿接
着一爿。江宁路上有造币厂、革新电机厂，
长寿路桥桥堍边有国棉十四厂，叶家宅两
边有国棉一厂和六厂，曹家渡有国棉二十
五厂以及绢织厂毛纺厂等。可以这么说，长

寿路沿线工商医学文样样齐全，放眼全上
海，这也是不多见的。

在普陀落户一段时间之后，我对这里
的认识愈发深入了。在长寿路沿线生活，总
是离不开与苏州河打交道。那时的苏州河，
不但是一条重要的通航水道，更是一条划
分市区与近郊的天然界线。那时的人们习
惯将苏州河南北唤作浜南浜北。

与位于浜南纱厂医院（利群医院）相
邻的集贤邨、光明邨，玉佛寺旁的金城里卫
煤齐全、整洁的新式里弄房子相比，浜北的
两湾一弄多见滚地龙式的陋房简屋，那时
站在横跨苏州河的桥上眺望，云泥之别一

瞥便知。当时传着这么一句民谣：“浜南无
限好，浜北太多差；道南简棚连，道北只见
田。”这民谣却是对当时普陀区的真实写
照。
记得妻子那时被分配到归化路桥（昌

化路桥）边的一所中学任职，学校紧靠潘家
湾，学生都居住在那儿。有了孩子后，学校
没有托儿所，只得将待哺的婴儿寄放在学
校附近的居民家。那家是六口之家只住 10
平方米的简屋，屋内床上搭床，烧饭在门
外，邻里间房连着房没有丝毫空隙之处，前
后屋的连接处只剩下一人能过的窄弄。巷
弄之中小道如蛇形，弯弯绕绕，陌生人进入
如入“迷魂阵”。每每接送孩子之时，我都
会心想：“拍七十二家房客如要取景，这里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近年来，我时常会回想起几十年前，家
门口的那一幕幕生动鲜活的生活图景。移
步窗口，遥看如今高楼林立的崭新城市面
貌，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毕竟谁会料到，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在仅仅
数十年间，变化竟会如此巨大！
上世纪 90 年代，浜北的朱家湾首先动

迁。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锣鼓声中告别
了好几代人居住的窝棚，施工队伍进场这
片热土后，建起了高层住宅楼。随后，上海
的城市业态也迎来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
长寿路沿线那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纺织
厂相继外迁，地块腾笼换鸟成为了新式居
民区。此外，狭窄拥堵的长寿路也焕然一
新，在千禧年之际，长寿路进行了一次大规
模的拓宽工程。原先的“大自鸣钟”区域一
众商铺都随着这波改造隐没于历史之中，
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级商务楼及商
业中心，虽然改造项目大兴土木，不过这片
沪西福地的繁华气息丝毫未见消减，反而
愈发强劲。

曾几何时，谈及普陀区的印象，大家难
免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调侃：普陀普陀，又破
又大。如今的普陀区哪还有浜南浜北之分，
道南道北之别，看到的全是高楼林立，眼见
的都是地铁四通，“破大区”的影子早就不
见了踪迹，落后的刻板印象也已一去不复
返了。现在的普陀，社区广场前音乐四起，
舞者翩翩起舞；公园里鸟语花香，歌声戏曲
声伴奏声，一声连一声；超市前，购物者小
车装满喜说连连；校门前欢接送宝贝话长
话短……

晚饭之后，华灯初上，我最享受的就是
在家门口的长寿路上兜兜风。一日，有一对
白发苍苍的老人许是触景生情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保重好身体，活
得再长寿些，看看那时的生活，绝对会比现
在更加美好。”

助推居村共兴再出发
长寿党建：扩大“朋友圈”，交到“新知音”

□记者 周晶 整理报道

为贯彻落实中央、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
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城
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常态化制度化，实现城乡
一体化发展，5月 9日下午长寿路街道与青
浦区香花桥街道举办“结对百镇千村、助推
乡村振兴”结对共建签约仪式。
长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静，香花桥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许伟明，党
工委副书记陈金新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
志、签约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等出席签约仪
式。
签约后，长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静

致辞，她指出：一是要高度重视，实现思想上

共振。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此次结对工作，
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工作队伍，制定
结对计划及实施方案，通过结对工作规范化
和制度化运作，促进城乡党组织之间的互帮
互助、共建联建。二是要强化联系，实现感情
上共鸣。普陀与青浦的共建情谊由来已久，
长寿与香花桥更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相信
双方在各个方面都会有许多共同话题、共同
问题、共同难题相互探讨，互看互学、互鉴互
动、互促互进。三是要积极行动，实现成果上
共享。以党组织联建为重要依托，以长寿
“楼长制”、“宝成湾区”等特色党建品牌为
重要载体，进行组织联建、队伍联育、活动联
抓、实事联办，同时也要主动学习青浦区香
花桥街道在盘活资源、创新治理经验，将其
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合力、动力和实力。 长寿路街道 8 个居民区党组织分别与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党工委的村党支部进行签约

如今的道路宽阔，，商务楼林立的长寿路

曾经的大自鸣钟商圈 尚未拓宽的长寿路，，道路狭窄曾经的大自鸣钟商圈 尚未拓宽的长寿路，道路狭窄

如今的道路宽阔，商务楼林立的长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