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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下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虹桥 80 后，在
成长过程中，也一步步见证了虹桥二十多
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时候一直玩耍的农
田逐渐消失不见，记忆中大部分的童年快
乐时光也是在农田的玩耍中度过的。

自我懂事起，由于白天父母上班，寒
暑假时就在爷奶的照顾下玩耍， 农田成
了我最大的“游乐园”，蝌蚪、癞蛤蟆、蚯
蚓、蟋蟀、知了、金龟子、蚱蜢都成了我的
天然“玩伴”，特别是蝌蚪，小时候捞了许
多带回家里养， 但是没过几天就翻肚子
了，当时的我始终不明白缘由，所以之后
每次都是捞了就放生； 癞蛤蟆是我最喜
欢抓的“宠物”，抓了以后放桶里，再挖几
条蚯蚓，看着它瞬间吃下，有时阴雨天能
抓到好几只，可以看着它们比谁跳得远；
知了抓起来更有成就感， 先要做好一个

长杆袋兜，循着声音看准时机套住，有时
候还会将蝉分给小伙伴们；对于金龟子，
我们喜欢用绳栓住放着飞， 比谁飞的高
飞得远；蚱蜢最多也是最常见，杂草丛里
抓住后就开始像动物学家般地研究起

来...... 如今这些小时候的欢乐现已不再
有，而我对往事依旧怀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看到虹桥一
幢幢厂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从虹桥新泾
港桥飞速地辐射到全镇， 村宅里的小路陆
续变宽，村宅的格局快速转变，农田慢慢地
消失，厂房一幢幢出现，村宅里的房子开始
变高变大， 许多外来务工者开始进到村宅
里租住，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体现。

上海的发展定位决定了虹桥的发展

定位， 由以前以种菜基地为主的农业陆
续转变为以商用物业租赁为主的经济形

态， 更高的全镇生产总值极大地提升了
全镇百姓的生活水平。 以前一下雨，泥泞
的小路出行不便，公共交通极少，去一次
人民广场就是进一次城。 而现在，则是便
捷的公交、地铁，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想
去哪里散心就可以说走就走...... 虽然农
田已经不在， 但取而代之的是各色现代
化的建筑与相得益彰的绿化、公园，更是
虹桥百姓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

当前的虹桥正逐步蜕化为一个 “宜
居、品质、国际”的新虹桥。随着经济水平日
益提升，虹桥镇党委、政府适时提出的“美
丽虹桥”五大载体、五大工程，正是为建设
更好、更美的虹桥而设立的，我由衷地感到
幸运。记忆中的农田时光是美好欢乐的，但
现在和未来的虹桥也是令我充满欣喜和期

待的，我为自己是虹桥人而自豪。

记忆中的农田时光
文 周剑云

文 李军

1986年，为了照顾离休的父亲，在组
织的关怀下，我调回了上海，落户于上海
虹桥镇环镇西路 39、41 弄小区。

在外地工作了几十年的我， 满怀期
待地憧憬着新的生活。 可刚来到虹桥镇
时，我傻眼了：眼前的一切与想象中的不
一样， 到处是农田和菜地， 雨天道路泥
泞。 我家住三楼，一眼望去，进入我眼帘
的是一片矮平房，平房右边是个小水塘，
听说是菜农们灌溉用的，每到夏季，蚊虫
滋生。最不方便的是交通，上下班只有 87
路一辆车，而且班次很少，记得有次因为
没挤上车导致上班迟到， 不但被扣了工
资， 还打破了我工作以来都按时到岗的
历史记录。 那时，我们小区是一梯 4 户的
6 层楼房，算是虹桥镇屈指可数的“高楼
住宅”，因为当时全镇最高的建筑是东面
的“天马大酒店”，就连座落在吴中路虹
梅路交界处的镇政府办公楼也只有 4
层，镇上也没有大的商铺，只有卖煤饼的
少数几个零星小店， 更谈不上娱乐和休
闲等设施。

发展是硬道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 ， 如今的虹桥镇可是人们向往的地
方 ，拓宽的吴中路东起凯旋路 、番禺路
口，西至七宝镇的七莘路，横跨内环、中
环和高架，是连接虹许路、虹梅路、莲花
路、 万源路以及合川等路的交通要道。
道路宽阔而美丽 ，两旁绿树成荫 ，大小
商铺和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像苏宁、联华、好美家、易初莲花等，
好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现在，不出虹
桥镇就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特别
是万象城和爱琴海购物公园的建成更

使虹桥镇锦上添花 。 晚上灯光五光十
色 ，爱琴海的音乐喷泉千姿百态 ，形如
珠帘，柔美如柳，美不胜收，使购物或休
闲的人们流连忘返。

如今的虹桥镇一改昔日的出门难，
交通真可谓是四通八达， 不仅公交线路
与日俱增，而且还开通了地铁九号、十号
线，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当初的“高
楼住宅”环镇西路 39、41 弄小区，现已成
为了不起眼的“小不点”。晶典花苑、万源
新城等一幢幢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 小
不点虽小，但也十分引人注目，常有购房
者来询问。因为经过“美丽家园”的改造，
小区环境大有改观， 沥青的路面整洁平
坦，楼体白而干净，花草树木竞相生长，
一排排停放整齐的车辆， 似乎在向人们
展示着什么。 漂亮的小区大门， 一到晚
上，“环镇西路 39、41 弄” 几个霓虹灯大
字分外耀眼，好不气派。

如今的虹桥镇人也一改往日下班搓

搓麻将， 喝喝小酒， 东家长西家短的习
惯，而是时常到镇文化中心看看书报，打
打乒乓，参加各项活动，特别是政府出资
建造了多个公园，像莲花公园、金虹桥河
滨绿地、闵行文化公园、体育公园等，公
园里绿草成荫，大树成林，鸟语花香，婵
儿歌唱，小桥流水。 孩子们欢声笑语，大
人们观景健身。 这真是，人在步道走，如
在画中游。

现在人们深深的爱上了虹桥镇，爱
上了闵行区。 当初不愿落户在虹桥镇的
我，也由衷地感叹，改革开放四十载，虹
桥镇里硕果累，今非昔比天地换，社会和
谐人梦圆。

文 诸晨蕾

上海是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这个
大都市中有个小镇—虹桥镇 ， 这是我
出生的小镇。

我是一个出生在虹桥的 90 后。 由
于父母忙于生意， 我小时候和外婆外
公一起生活， 对虹桥的记忆只有幼儿
时期的那一段时间。 长大后，对虹桥镇

过去的面貌和趣事很是好奇 ， 偶尔会
和爸爸妈妈探讨一下。

父母告诉我，虹桥镇以前是鱼米之
乡，有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菜田等等 ，村
民们居住的都是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

来的房子，天还没亮就要下田干活 ，一
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家煮饭 。 爷爷奶奶
和爸爸妈妈都要下田种植。

那时候 ，每个村都有生产队 ，村民
们会踩着三轮车送几百斤蔬菜、浆水到
市区， 哪条路线最快他们都了如指掌。
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都乐在其中。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上学读书、放学
写作业，很难想象很久以前的虹桥镇 ，
人们过着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 ， 和我
熟悉的虹桥镇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我很小的时候，虹桥镇还有田地。
依稀记得老房子门前有一颗很大的枇杷

树，旁边有口井，夏天用井水冰西瓜吃，
十分爽口， 井旁边还搭了架子让葡萄藤

生长攀爬。后来田地渐渐都没有了，有的
地方变成了私房， 有的地方变成了商务
楼。

现在的虹桥镇已经是个高楼耸立、
经济飞速发展的小镇了 ， 各个行业入
驻办公；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好，以前的
平房都拆迁了，改建成了高档小区 ；交
通更加的便利，有机场、铁路、中环、地
铁，还有许许多多的公交线路。

如果你问我是老虹桥好还是新虹

桥好，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我享受着科技文化以及经济发
展带给我们的便利和优越的生活；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虹桥人，我也挺怀念老
上海、 老虹桥独具特色的人文和建筑，
怀念大晚上邻里间的那份热闹及和谐。
我只有把那份对老虹桥的怀念藏在心

底， 秉承每一代虹桥人的心血付出，为
日新月异的新虹桥建设做出一份努力，
不辜负虹桥人民的希望。

我与虹桥的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载
今非昔比天地换

文 赵聪

吴中路， 相信大家听到路名都不会
陌生。这是一条自西向东，贯穿我们整个
虹桥镇的交通主干道。在我小的时候，吴
中路周边没有这么繁华， 路上来来往往
的车辆也并没有这么多。

2000年左右， 那时候吴中路的周围
还屹立着许多的制造厂。 由于我家离吴
中路非常的近，我经常会跑去那边玩耍。
站在一望无际的吴中路上， 正在读小学
的我，由于知识认知有限，常常忍不住好
奇吴中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呢？ 也萌生
过徒步走过去一看究竟的想法， 但最终
还是因为年纪太小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等我年纪稍大一些， 学会了骑自行
车并且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之后，
第一件事便是骑上我的“爱车”，去探索
那充满神秘感的吴中路。 记得那是一个
艳阳高照的夏天，30 多度高温的室外犹
如一个火炉，将我的脸晒得通红，衣衫也
被汗水浸湿。即便如此，我的心中仍然满
怀着憧憬和兴奋。 一路上的草坪、 制造

厂、高楼和平房等，一遍又一遍更新着我
小时候心中那充满迷雾的地图。 直到整
条路都探索完之后， 我才意犹未尽地回
了家。母亲看到了满脸通红的我，还训斥
了我一顿：“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 出了
这么多汗还晒黑了不少！ ”她不知道，我
刚刚圆了一个怀揣多年的梦呢。

那时候， 我从未想过十几年之后的
吴中路会变成如今这般绚丽繁华。 由于
虹桥镇经济的突飞猛进， 不少高楼平地
而起， 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万象城和
爱琴海。

这两大商场犹如两个巨人一般，面
对面站在吴中路虹莘路口的西南角和东

北角。小时候，想要去大型的商场要往外
面跑， 例如离我们较近的港汇广场或是
南方商城等。 当爱琴海和万象城竣工之
后，我便知道，想要去逛商场再也不用往
其他地方跑了，有这两个商场就足够了。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现在的虹
桥镇发展之飞速别说三年， 哪怕是三个
月， 你仔细端倪一番都会发现许多不一
样的地方。从小在虹桥长大的我，深深地
体会到了这一点，越来越发达的交通、随
处可见的便利店， 还有大面积的绿化和
公园等等，都是虹桥镇发展的足迹。

现在的我不禁好奇：下一个三年，虹
桥镇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从吴中路变迁看虹桥镇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