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记
要铭记
文 沈宗桃 （兰溪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
在中华民族苍茫大

地上:
处处五星红旗升起

迎风飘扬，
14 亿龙的传人热泪

盈心向北京，
最悦耳动听的《歌唱

祖国》声音洪亮，
百万先辈的英魂当

空含笑，
祖国像一条东方巨

龙腾飞了!

锤头镰刀的声音犹
如在耳畔回响，
雪山草地的泥土仍

在梦里生香，
“解放全中国，将革

命进行到底! 百万雄师过
大江” 一代伟人雄壮号
令，
如烟云般在回忆往

事里激荡飞扬!

没有忘记，不会忘
记，怎能忘记!
那兴业路石库门ー

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诞
生地，
那飘荡在南湖上的

一叶红船，
那插遍井冈山老区

的一面面旗帜，
那爬雪山、过草地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
那延安杨家岭窑洞

是中国红军的圣地，
那血流成河，风声鹤

唳，用小米加步枪取得抗
口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
那西柏坡是“决不当

李自成，进京赶考”定都
北京出发地，
那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开国大典的盛
况，
那 “卫祖国、保和

平！”雄纠纠、气昂昂跨过
鸭绿江的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

不能忘，不会忘，不
可忘，
党的十九大全民奔

小康雄壮号角，
“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点燃 14 亿人民向往

幸福生活，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前进，为民族谋
复兴，为人民谋幸福!

山青了，水绿了，花
开了，
春回大地千山秀，福

降人间万年春
在苍茫的中华大地上，

全民都舞着一支支画笔，
在倾力描绘一幅盛

世中华的千古画卷，
在团结奋斗呕心沥

血构筑中国梦的千古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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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浦路和兰溪路拐角处的这家邮局，带你重温光阴故事

【新村记忆】

文 魏天灏 （华师大附小 三 2 班）

“叮铃铃,叮铃铃”一位世界
著名的考古学家拨通了电话，“喂，
这里是恐龙博物馆吗？我们发觉了
一具苍龙骨骼化石。”那位考古学
家正是 20年后的我。
原来几年前，新闻头条上有一

则关于苍龙的消息：在某某地带可
能有一具苍龙化石。要知道苍龙极
其稀少，我如果我挖到一句完整的
苍龙骨骼化石，那一定对白垩纪时
期的气候变化和海陆变迁有很大

的贡献。当然对我的名声也是有很
大的好处哒！于是我召集了地理学
家，天文学家和挖掘工组织了一只
“苍龙考古”队。

我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问
大家谁知道苍龙骨骼化石具体位
置？这时地理学家，走到我耳边俯
身坚定地说了几句：“你看这里，地
形凹凸不平，明显这儿曾经就是海
洋霸主苍龙生活的地方。这里肯定
有苍龙骨骼化石的。”我仔细观察
了一番，这里的确像海洋的地形，
可是我们还不确定苍龙的骨骼化

石是否在这里呢？虽然这里这里曾
经是海，但是苍龙是活动在火山附
近，这里可没有火山或者是岩浆的
踪迹，我们还得找到岩浆流淌的痕
迹，在这痕迹旁边才有可能发现苍
龙谷的化石。
大部队按照我的思路继续寻

找，又找了整整半年，我们才确定
挖掘地点。大家齐心协力拿起铲子
和石镐，挖掘起了苍龙化石。终于
两年后，一具完整的苍龙花石重见
天日了。这时，我兴奋地拨通了这
通电话。

20年后的我

文 王美彪 配图 哈啦哨

曹杨一村棠浦路和兰溪路拐
角处就是一家邮电局，它的隔壁是
银行。邮电局的背后就是我们家原
先住的楼———曹杨一村 187号。
我家住在三楼，从楼梯的窗口

刚好可以清楚地观察邮电局背后
的一切。墙内是邮电局的防空洞，
防空洞的地面上有暗室，暗室的上
边则是掩土做成的齐墙高的花园。
紧邻暗室的是矮墙搭建的简易房，
也许是放杂货的，没进去看过。这
简易房的房顶是有屋脊的，棕色的
瓦片。
那时我最感好奇的就是不时

有摩托车进出邮电局的后院，也不
时有骑单车的邮递员进出。我很早
就注意到，因为那时眼睛好使，邮
递员的摩托车和单车都是带颜色
的，跟平时在马路上看到的摩托车
和单车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却说
不上来，所以老远远地看。
但是每天邮递员都是要挨个

楼房送信的，只要来到我们这边，
赶巧我没上学，我就会看邮递员，
看他们的单车。
好看吗？好看！为什么？因为

无论人和车都是绿色的。你知道，
我们这个年岁的孩子基本都有一
种军人情结，我也一直想当空军。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还真赶上

了部队飞行院校来招收飞行员，无
奈，我的眼睛不再那么好使了，身高
也超过了一米八，试都不用去试的。
我们班有个同学被录取了，至今仍
在部队当飞行员。不过，那时我的梦
想已经变了，所以除了对同学的祝
福，并不羡慕。但是军人情结却是没
有变的，直到现在，到了部队拍片子
我就高兴，喜欢跟官兵侃大山，喜欢
拉着作战参谋研究作战地图和摆弄
沙盘，喜欢抡圆了对酒。

你一定会告诉我，邮电局的绿
色跟部队的绿色是不一样的。其实，
我打小就看出来了，但是有了梦想
的孩子，比大人更会爱屋及乌，于是
明知道两种绿色之间的差别，也愿
意将它们归结在一起。于是，至少
小学低年级的几年里，邮递员对我
来说是属于军人的。
邮电局的后院一般是不让进去

的，我进去几回，都是因为对着墙踢
球，皮球踢飞后掉进了邮电局的花
园，才得以被通融。在后院里，最惊
讶的就是那里有那么多好看的绿色
的自行车。每回拣球都故意慢吞吞
地往回走，因为隔着敞开的门，可以
看到邮局内部的工作场面。
在我眼中，邮递员都很帅气，当

然帅气是北方的语汇，上海人喜欢
叫神气。只要有邮递员出现，我的
视线一定会追踪到他们消失。
外婆告诉我，邮电局属于全民

单位，长大了，要是能在全民单位做

事，工资、劳保都不用愁，对象也好
找的。我倒是没有想过长大后非要
到邮电局做事，因为我最喜欢也最
羡慕的是电影院做事的。但是必须
到全民单位做事，这个观念很早就
根深蒂固了。
邮电局里的摩托车不是送信用

的，而是送加急邮包和电报的。加
急邮包多数是药，我们楼上有户人
家就是的，经常得到这种加急邮包
送来的药。要是哪家有电报，所有
的邻居都会替那家担心起来，因为
电报传递的多半不是好消息。电报
是那个年代最为紧急的，不分白天
黑夜，到了就得立即派送。所以半
夜三更被邮电局的摩托车惊醒，警
惕地分辨邮递员高声喊叫哪一家，
是经常的事情。
一来二去，原先在我眼中模样

特别的邮电局摩托车，终于看清楚
了它们的特别之处：其实就是普通
的摩托车，只不过常年在坐垫上搭
着用来放邮包或者电报的绿色口
袋，所以才看起来很特别。
我经常放学以后到邮局门市部

里看邮局工作人员忙活，看他们收
发邮件，盖邮戳，看人家汇钱取钱，
看新到的杂志刊物的封面。
所有的杂志中，最吸引我的就

是《人民电影》，也就是原来的《大
众电影》。总想着如果攒够了零花
钱，我就买上一本躲在家里看。但
是我只买过一本，因为没有钱，看了
无数遍，最后用它的封面包了语文
课本。2001 年，我托朋友从上海文
庙的旧书摊上帮我淘得了整套的
《人民电影》，虽然价钱不菲，但是
里面有我整个 1976 年的记忆，所
以很满足。

在邮局门市部里，最好奇的就
是那些邮票，尤其是一分半的邮票，
琢磨好久才弄明白，必须两张一起

买，买单张的话就不是一分半而是
两分钱了。当时的一分钱，可真是一
分钱，四个一分钱就能买根赤豆冰
棍的，可得算计。况且邮局对面就可
以买冰棍。
邮电局的正门冲着兰溪路，隔

着马路是曹杨商场。邮局门口是个
小广场，时有用空汽油桶临时搭建
的舞台，上面表演的是忠字舞或者
样板戏，也有配合形式的数来宝、快
板书、对口词、上海说唱、独角戏和
小合唱等。流氓阿飞被抓住后，抓到
卡车上游街，也经常会在这里示众。
邮电局门市部的左右两侧都是

报栏，里面是每天更新的文汇报、解
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关于国家大事
的很多知识我都是站在那里自学
的，尤其是外交和体育方面的。印象
当中，邮电局门口人最多的有那么
几次：邮电局免费给大家发送中共
十大的新闻公报，因为“九·一三”
事件对国人来说是爆炸性也是警醒
性的新闻；老人家去世，邮电局连日
免费发送报纸；中国女排夺得世界
杯，大家排队买报纸；中国足球队在
世界杯外围赛亚太地区预选赛第四
小组的比赛上以 4：2 战胜朝鲜队
之后，大家排着长队买次日的体育
报。这几次我都在场，细节还历历在
目呢。
邮电局门市部门口，靠近马路

的地方立着一个邮筒，大约有一米
七左右，圆柱型的身子，顶部是圆锥
型的，中间收了腰。这个邮筒我为什
么记得牢呢？因为很小我就看见大
孩子爬上去，得意地坐在顶上看西
洋镜，好生羡慕。
这邮筒至今还立在老地方。我

老有种冲动，想再次爬上顶部坐
坐，当然是在夜半没人的时候。也
许坐在上面，儿时的黄金岁月也就
回来了。

棠浦路和兰溪路把角处的邮局

曹杨新村邮局邮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