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角最后的遗存

忆当年迎接上海的解放

【生活感悟】

【生活札记】

【诗意栖居】

社区春游诗二首

文 曹荣新（伊犁居民区）

社区晨曲

东方欲晓天地亮，
云淡风轻紫气扬。
桃红柳绿映碧波，
社区春游乐安康。
中华文明五千年，
考试选官论短长。
任人唯贤圣先师，
今朝神州好课堂。

游途悟春

车流纵横立体行，
眨眼之间到嘉定。
万丈高楼云中矗，
魔都无处不见新。
博物馆邻秋霞圃，
穿越历史轨迹清。
翁媪笑颜汇龙潭，
春拂中国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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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虹桥社区的读者朋友来信来稿，
记录你身边的新闻，讲述你身边的故事，
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邮箱地址：

heyuqing@sqcbmedia.com

征稿启事

文 刘嗣通（爱建居民区）

每年五月，我们这些年进八旬的老校友
哪怕是撑着手杖，由家属陪同，也要相聚一
起叙叙往事，以纪念上海的解放，缅怀当年
引领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

当年我们这些饥寒交迫的穷孩子，为了
活命，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都得满
街奔跑、高声喊叫，“卖报，卖报! ”可是即便
如此，还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岁月。

1948年 3 月，几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支持下，复
办了“报童学校”（陈先生在抗日期间就创办
过报童学校，因师生们进行各种爱国活动被
勒令停办），招收以报童为主贫苦学生，利用
叫卖早晚报纸之间的空隙进行义务教育。我
们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闻讯后奔走相告，纷
纷报名入学。

老师们对我们胜如亲人的关爱，使我们
倍感温暖， 到了学校犹如进入另一个世界，
有了欢乐。 我们经过老师们的启蒙教育，逐

渐觉醒，明白了自己和家庭之所以受苦并非
命苦；滋生了要翻身，求解放的念头。地下党
组织也根据学生们的觉悟程度发展了两名

报童加入共产党。
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又秘密组织“报童

近卫军”，利用送报为掩护，以叫喊各种不同
报纸的名称 （《新闻报 》、《老申报 》、《大公
报》）为暗号，散发革命传单，宣传人民解放
军前线的捷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
的谣言。 “报童近卫军”以送报、摆茶摊、卖烧
饼等方法了解敌人在市中心各交通要道设

置的碉堡、岗亭，高楼里驻扎的部队番号、人
数、火力点、武器装备等情况，然后由教师绘
制地图交上级党组织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
之用，之后又组织起《好朋友》发动更多的学
生参加行动。 “报童近卫军”在学校里秘密排
练解放区的歌舞， 或在家暗地制作小红旗、
小红花……1949 年 5 月 25 日人民解放军攻
进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后，部分同学分别参
加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或上街维
持社会秩序，或进行“三光行动”———将革命

标语贴光、革命传单发光、残留在街巷的反
动标语撕光。

在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时， 学的歌舞、
做的红花全都派上了用场。

之后，在党组织的安排、推荐下，我们或
南下或北上，或参军或参干，投入各种革命
工作，尤其是为适应解放初期巩固红色政治
的需要，先后有三批近六十人参加了公安工
作。 因而校友们都把报童学校誉之为“革命
的摇篮”，以至每年五月的相聚相庆相思念。

现在设在山西南路的 “黄浦区报童小
学”还不时邀请我们这些老报童返校向“小
报童”回忆当年的情景，讲述当年的故事。

文 吴文元（安东居民区）

如今漫步在安顺路杨宅路街头， 联想到
已少有人知晓这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明清时

期业已成形的古村落———何家角。 因受到这
里有个唤作何家角居委会的暗示， 或许还会
引发一些联想。 只有当地年长的原住民才能
对杨宅路的过往作出一番描述， 指出它原本
是横亘于何家角古村落东侧， 贯通村庄南北
的一条小路。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尽管古村落动迁已近
35 年，竟还留存着一点点痕迹。年长的原住民
会把你领进杨宅路西侧一条百米长的小路

里， 参观两栋楼房以及当年的一个工场间和
两座仓库。 小路口的 695 号，是一栋土木结构
的三层楼房。 它是原自动化仪表三厂的职工
宿舍（该厂总部在延安西路北侧，位于现刘海

粟美术馆处），建于 1958 年。 别看它老态龙钟
的模样，在六十年前河网密布的何家角，在当
年黑瓦联袂的低矮民居中，它可是鹤立鸡群，
让人刮目仰视的一幢高楼。 小路旁一座空间
跨度颇大，屋顶呈人字形的简陋平房，是当年
自仪三厂的一个金工车间，现已移作他用。 别
看它如今是多么的不起眼， 而在半个多世纪
前，这里却是一派机床轰鸣的热闹景象。 车间
里尽见车、铣、磨床高速旋转，着力加工着一
个个精密零件。

在一片片黑黢黢瓦舍和一畦畦绿油油菜

地错落相间的古村落， 居然响起了隆隆的金
属切削声，这无疑是件耐人寻味的事，它意味
着工业文明的曙光开始普照中国这块古老大

地。
与自仪三厂紧挨着的 700 号， 是一栋不

抹水泥涂层、裸露着清水砖墙的二层楼房。 它

有三个门栋，住有十来户人家。 楼房建于上世
纪 60 年代初，如今虽已如一位老妇人，但如
果去除其外表杂芜的赘物， 仍可一窥其当年
肌肤细洁的美丽容貌。

当年在它周边不乏一些粗鄙老旧的瓦

房， 瓦房里的居民不时对二层楼房里的住户
投以羡慕的眼光。 那时候，近百户瓦房居民时
常会围着一个露天的公用水站， 争先恐后地
抢用仅有的一股子自来水流， 而二层楼房却
家家享受着独用的自来水源。 夏季暴雨来袭，
古村落积水成潭，甚而把许多家舍浸泡水中，
而二层楼房却因基座高而平安无虞， 住户们
日子过得优哉悠哉。

如今走近何家角这两栋残存的楼房，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今是昨非，让人唏
嘘不已。其周边居民因被动迁而早已过上
了煤卫俱全的舒适日子。 面对 35 年前那

场大动迁，695 号自仪三厂宿舍情况比较特
殊，因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前身）小小动
迁组难以撼动其国有单位产权， 故而将其搁
置一旁，岂料这一搁便是几十年时光。 700 号
这栋漂亮楼房， 对当年尚无完备煤卫设施的
安置房嗤之以鼻，拒绝了动迁，于是乎便和前
景看好的现代居民小区失之交臂。

两栋楼房， 一个工场间———古村落何家

角最后的遗存， 它们在半个多世纪里曾经的
惊艳与辉煌，而今的沉寂与湮没，或许也能折
射出 70 年来共和国迅猛发展成长的光辉历
程。

【社区观察】

虹桥明天更美好
文 张人健（新顺小区）

清晨，初夏的虹桥路上，翠绿的树叶又
爬满了道路两旁的树枝上。 微风中，树枝摇
曳着欢乐的翅膀，向路人道着“早上好”。 站
在小区弄口的虹桥路上，往东看，轨道上的
地铁车辆疾驶而过， 运载着勤劳的上班族
们，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运载着年老的退
休族们出门旅行， 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也
运载着各方来客，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眺望西边，晨曦中，内环高架上，各色车
辆繁忙地奔弛在南来北往的车道上，穿梭不
息。高架桥上，也可以看到上海广播大厦，那
圆盘式的楼顶装置， 充满了高科技的味道，
那是祖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发展变化的
见证， 每天给听众们送去最新的时事新闻，
国家大事和美妙愉悦的音乐，让大家快乐每
一天。

它的旁边不远处， 就是虹桥街道图书
馆，还有小剧场。 它给喜爱阅读和唱歌跳舞
观影的人们提供了一块娱乐生活文化享受

的宝地。 再过去，新虹桥中心花园是虹桥居
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小小的湖面上，有楼
台亭阁， 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然风光和美景。
休憩的人们用花开正茂的花树做背景，用手
机拍下和大自然共欢的照片。 小湖边，不时
有小鸭子在戏水玩耍，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
景。 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来花园

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美景。
虹桥路上环境大变样，垃圾分类让大家

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也让大家更爱护
小区的环境卫生，不乱丢垃圾，养成保护环
境的好习惯。 那些环卫工和志愿者们，积极
引导丢垃圾的居民，做好垃圾分类，为垃圾
分类做好辅导工作，使居民尽快学会垃圾分
类，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小区的花园里，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老年人在这里集体举行
练操活动，跟着音乐的节拍，老人们伸手抬
腿，自娱自乐，享受着美好的退休生活。

虹桥路上的交通相当便利，除了三条地

铁经过虹桥路凯旋路，10 号线沿虹桥路有
三个站点经过虹桥社区。公交车有八条路线
在小区设有站点，加上中山西路上的多辆公
交车，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地方便。

而最新消息，上海正研究新增 2 条东西
向的中运量公交线，其中一条从延安西路虹
桥路起，沿虹桥路到肇嘉浜到南浦大桥黄浦
江边，长度约 11 公里。这将极大方便了虹桥
居民的出行，到黄浦江边看母亲河，又多了
一条便捷之道。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享受着今天美
好的生活，虹桥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