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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故事，见证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虹桥镇的

巨变。

厚重的历史书，翻到

了 2019 年 10 月 1 日。

70 年前的这一天，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

民族从此步入了新纪元。

70 年披荆斩棘，70

年波澜壮阔 ，70 年春华

秋实，中国社会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跟着时代

的步伐，虹桥镇经济社会

各个方面也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虹桥镇推出了

“70 年·7 人谈” 系列报

道，通过 7 个故事，讲述

了虹桥镇在养老、 医疗、

住房交通、文化、创业环

境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本期我们刊登

的是出生于 1989 年的
钱夏芸见证的虹桥镇教

育变迁的故事以及出生

于 1999 年的赵文伟所

见证的虹桥镇文化运动

变迁的故事。

钱夏芸
1989年 7 月出生， 虹桥中心

幼儿园老师

编
者
按

让文化、运动虹桥成就『家门口的幸福』
90后眼中虹桥镇『大文化』建设炼成记

赵文伟
1999年出生，20 岁，虹桥镇人，上海建桥

学院珠宝设计专业大二学生

单位、生产队自办托儿所，
提供单一托幼服务

上世纪 90 年代，很多工作单位、生产
队都有自己的“托儿所”。但凡有孩子的工
人、农民上班或者上工时，只需把孩子送到
“托儿所”，就有专人看管和照顾，无须担
心上班后孩子没人照顾。等到下班或放工
时，再把孩子接回家就行了。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忙，一岁多就

被送到了托儿所。那间托儿所是爸爸妈妈
的工作单位开办的，主要为本单位的职工
提供托幼服务，属于职工福利的一种，同时
也少量面向社会招生。对于托儿所，我已
经没有太多的记忆。印象中，地方不大，好
像就是一个房间，有个小阳台，我们三十多
个小孩子经常在那里做游戏。中午吃饭，
或是午睡时，有一个老师专门照顾我们，帮
我们盛饭，帮我们穿衣服，可贴心了。
外婆家住在虹六村，两三岁的时候，我

常常到外婆家玩儿，寒暑假还住在了外婆
家。那时候，村里有一个类似“托儿所”的
地方，我姨妈就是这个托儿所里的“老
师”。听姨妈说，这个托儿所是村里生产队
开办的。因村民们要下地干活，生产队便腾
出一间平房，在村里找几个稍微有点文化
的妇女来帮大家看管孩子。那时候条件有
限，“学前教育”对村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
字眼，大家对这个托儿所也没什么要求，只
要保证孩子不饿肚子，不跑丢了，就行了。
记忆中，我去过一次。这个托儿所其

实是一个房间，布局简单，没有桌椅，没有
盥洗室。作为老师，姨妈对这些孩子也就
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照料，偶尔也带着孩子
们做做游戏，给孩子们讲讲故事、教孩子们
唱唱歌。总的来说，感觉姨妈的工作性质
更像是“保姆”、“阿姨”，而非“老师”。

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出现，
生活照料和文化教育并重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开始重
视幼儿的学前教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我们虹桥镇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幼儿
园，面向社会招聘园长、幼师。与以前的托
儿所不同，这时的幼儿园不再仅仅注重生
活照料，而是设置了语言、计算、音乐、美
术、体育、课外活动等课程，提倡幼儿“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
我的同事韩懿雯出生于1980年，是土

生土长的虹桥人，她常常和我讲起儿时幼
儿园里发生的趣事。她说自己四岁的时候，
被父母送进了家门口的亭峰小学附属幼儿
园。这时候的幼儿园教育，已经步入了正
轨。老师在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之余，会
教授拼音、折纸、画画等课程，学校也很注
重幼儿的习惯培养，和今天的幼儿园模式
已经有些类似了。同事韩懿雯就在幼儿园
上了三年学，一直到1987年去读小学。

1992 年，也就是在我的同事毕业后没
几年，亭峰小学被合并到了虹桥中心小学。
原亭峰小学的老师也随之合并到虹桥中心
小学，亭峰小学附属幼儿园的老师同样如
此，这其中就包括曾经教过同事韩懿雯的
郁老师和龚老师。没想到的是，多年后韩
懿雯自己成为了虹桥中心幼儿园的一名老
师，与曾经教过她的郁老师和龚老师成为
了同事，不禁感叹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说完了我的同事，再来说说我自己。
1992 年，我三岁了，正式去了幼儿园上学。
记得当时的校舍是一幢两层小楼，厕所单
独设立在外面，是一排蹲坑，硬件条件不能
和今天的幼儿园相比。但教学质量有所提
高，注重孩子的能力培养。老师会教我们
算术、画画、跳舞等，我还记得跟着老师学
新疆舞，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我们
在后面一点点跟着学⋯⋯转动脖子，舞动
小手，可有意思了。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前来参观

没想到，从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后，我来到了虹桥中心幼儿园，也成
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毕业时，我曾接到不少幼儿园的面试
电话，其中不乏市中心的知名幼儿园。选
择虹桥中心幼儿园，是因为我有那么一点
点“虹桥情结”。我的外婆家和亲戚们大都
生活在虹桥镇，我从小又在这里长大，对虹
桥镇有着特殊的感情，可以算是半个虹桥
本地人吧！

我所在的虹桥中心幼儿园，始建于上
世纪80年代。2000年 7月，通过了上海市
一级幼儿园的验收。幼儿园拥有一幢三层楼
的教学楼以及三栋一层的辅助房，有两个供
幼儿户外活动的塑胶场地、玩沙玩水设施，
有深邃的竹林、弯弯的小路、宽阔的草坪。幼
儿活动室中设施设备齐全，空调、电视机、投
影仪、DVD等应有尽有，室内运动室、多媒
体教室、劳作创意室、艺术表现室、娃娃电脑
房、生活操作室、图书借阅室等更是一应俱
全，与我儿时的幼儿园相比，软硬件设施、办
学理念、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真是天壤之别。

在我们幼儿园，很多老师都是土生土
长的虹桥人，有的儿时就毕业于虹桥中心
幼儿园，有的在虹桥镇的幼儿园工作了大
半辈子。听他们说，最早的时候，虹桥中心
幼儿园没有什么玩沙玩水的池子，只有简
单的滑滑梯，后来慢慢地扩建成了三层楼
加活动室，丰富了孩子们的活动形式。

我们的副园长龚蕾老师，是幼儿园的
“老人”，每每说起幼儿园的历史，脸上总
是露出自豪的神情。她告诉我，如果严格
算起来，虹桥镇中心幼儿园的前身可以追
溯到 1946 年，也就是百年老校———虹桥
中心小学的附属幼儿园。直到 1987 年，虹
桥中心幼儿园独立办园，我们才搬到了虹
梅路。

当时的校舍主体是一幢三层楼的建

筑，操场也比较大，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在整
个虹桥镇算是名列前茅的。不仅如此，虹桥
中心幼儿园在教学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开
办了国画、二胡、珠心算、民乐等数个具有特
色的兴趣班，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家长争相
将孩子送来学习。据老一辈老师回忆，80年
代，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时需来虹桥
镇参观，就选择了来我们虹桥中心幼儿园。
他亲切地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还赠送了精
美的小礼物，孩子们当天玩得很高兴。

百年老校迎来重生

如今，经历风风雨雨，曾经名噪一时的
虹桥中心幼儿园老了、旧了。
2015 年 9 月 10 号，镇领导到中心幼

儿园慰问。当看到幼儿园活动室因潮湿而
长出了植物时，便当即拍板，表示全力支持
幼儿园的改建工作。2017 年 1 月，恰逢搬
到虹梅路校区三十年，虹桥中心幼儿园的
改建正式开始。
当时，所有的老师都很矛盾。一边期待

着崭新的新教学楼，一边又念念不忘战斗
过的老校舍楼，临走时的那天，大家纷纷在
老校舍楼前合影留念。当年的寒假，老师们
更是自觉放弃了休假，分头做好学生们的
分流工作。一部分安排到虹桥中心幼儿园
古北分园，另一部分安排到虹鹿幼儿园井
亭分园。
慢慢地，历时两年多的改建，2019 年

的 5月份，曾经的“危楼”变成了“城堡”，
曾经朴素的砖瓦校舍，变成了崭新的现代
化校园，新的教学楼更是变得时尚又好看。
所有老师在那个暑期轮流值班，把幼儿园
的窗户打开通风；后勤保育员自新学期开
始的二个月前起，就到园打扫卫生，地板就
拖了五六遍；为了让家长们彻底放心让学
生们入园，召开数次家委会，当场出甲醛检
测报告⋯⋯
硬件完善了，软实力同样要提升。
一群优秀的青年幼儿教师加入到我们

的师资队伍中，把最新、最符合幼儿学前教
育的教学模式带来，让孩子们能力得到了
全方位的开发。还有一点值得一提，2017
年初，虹桥镇启动了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三
年行动计划，虹桥中心幼儿园、虹鹿幼儿
园、龙柏幼儿园等虹桥镇区域幼儿园实现
了协同发展，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虹桥镇学
区办把上海顶尖的教育专家团队请进来，
重点指导实施学前教育工作⋯⋯源源不断
的资源，让我们的幼儿园有了更多、更好的
发展空间。百年老校，焕发新生。
看着孩子们在各项活动中成长和收

获，作为老师，钱夏芸真的很欣慰。在过去
的几十年虹桥镇学前教育变迁中，她只是
一个旁观者和见证者，但在未来的变迁中，
她将会是一个参与者和推进者。相信在她，
以及和她一样充满朝气的青年幼儿教师推
动下，新的虹桥中心幼儿园定会发展得更
好。未来，虹桥中心幼儿园发展前景可期！
未来，虹桥镇的教育更加灿烂！

虹桥镇精心描绘了新时代文化融合发展的“工笔画”，不断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能级，更织就

了一张文化网，将好吃、好玩、好看、好买、好休闲、好体验的文化、体育活动统统放在这张网里，让生

活、工作在虹桥镇的居民们按需取用，丰富他们各自的生活，以此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幸福感，更让虹桥镇成为他们心中最美丽的精神家园。

跑出加速度，让起跑线更加亮丽
80后幼儿园教师见证虹桥镇从『生活照料』到『素质教
育』的学前教育转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孩子是家庭的宝贝，也是国家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关爱孩子的健康成长，更是备受社

会关注。 学前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开端，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托幼服务到学前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幼儿为本”、从“保姆”“阿姨”到专业

教师……出生于 1989年的钱夏芸，正是虹桥镇学前教育巨大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

者，她眼中的虹桥镇学前教育，以培养兴趣、开发智力、启发思维为先，让孩子们感到了学习

是享受，是快乐，从而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一点点成长为有用之才。

吃得越来越健康，
选择越来越多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住在
虹桥镇的老房子里。那时候厨房不大，没
有煤气，我们家都烧柴火做饭，每天吃的
也是一些家常菜，猪肉算是当时餐桌上最
常见的荤菜。所以每到过春节，我都非常
开心，奶奶会做满满一桌子好吃的，鸡肉、
鸭肉、鱼肉⋯⋯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
边聊天，热热闹闹地过新年。
但最喜欢的美食，还属上海特色小

吃生煎包。当时，我在虹桥中心幼儿园
上学，放学是爷爷来接我。每天经过虹
梅路一家生煎包店时，爷爷就会买给我
吃。鲜肉馅儿足足的，咬上一口，满嘴都
是鲜鲜的汁水，可香了，我一口气能吃
上三四个。有一回，下着雨爷爷着急带
我回家，没有去生煎包店。到家后，我一
直吵着要吃，爷爷没有拗过我，只好再
回去买。当时吃到生煎包时，觉得简直
是人间最美味的食物，没什么能比得了
它。可惜的是，小学去了别处读书，少有
机会再尝到这种美味了。
慢慢地，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家

的餐桌也变样了。牛肉、羊肉、鱼虾⋯⋯
成了餐桌上常见美食，搭配新鲜蔬菜，红
的、绿的、黄的⋯⋯好吃又好看。妈妈告
诉我，现在日子好过了，想吃什么，就能吃
什么，不用再等到节日，想想都开心。但吃
得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追求，现在更要
吃得健康。所以，妈妈特意考出了营养师
证，每天为我们搭配身体所需摄入的营
养。周末有时爸爸休息在家，就会烧红烧
鳝丝、清炒菌菇、水煮基围虾、清蒸鱼、鸡
毛菜等好菜，可好吃了。
如今家里不想烧饭了，更可以去外

边的餐厅吃饭。
记忆里，小时候基本都是在家里吃

饭，很少有机会去餐厅。一是，餐厅数量
不多，选择性比较少；二是，价格不便
宜，一顿饭得花不少钱，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都舍不得，觉得太奢侈。那时，最开
心的就是节日里走亲戚，去亲戚家吃
饭。因为，可以吃到和家里不一样的美
食。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小区周边经营
着许多家美味的小饭店，菜系十分丰
富，粤菜、东北菜、本帮菜⋯⋯中国八大
菜系几乎都能找到身影。虹泉路美食
街，更能品尝到日式火锅、韩国烧烤、意
式风味等各国美食，无须出国，就能让
我的味觉来了场异国之旅。

休闲地方多了
更重视人文发展

我们一家人爱好广泛，爷爷爱运动，
奶奶爱听京剧，爸爸妈妈爱散步，我爱画
画。
以前，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们一家

人就开动脑筋，各自创造条件，各“玩”
各的。爷爷在家里阳台上铺个毯子，在
上面跳来跳去，完成各种健身动作；奶
奶按时守着收音机，认认真真地听着京
剧选段，轻轻哼唱；妈妈上班的地方离
家有些远，晚饭后会和爸爸在小区附近

散散步，缓解工作一天的疲惫；我就自
己临摹名人名画，熟悉线条、色块的表
现力，在艺术学校学习素描。
平时做完作业，没什么地方可以

玩，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在井亭苑小区
的圆形广场上玩耍。踢足球、骑自行车、
玩抓人小游戏⋯⋯大家在广场上跑来
跑去，可开心了。有时候，玩得忘形了，
都忘记了回家吃饭。妈妈就会找来，叫
我回家。慢慢地，长大了，作业越来越
多，便不怎么去那里玩了，只是偶尔周
末和小伙伴一起踢球。
现在，虹桥镇完全不同了，各个领

域都发展迅速，用网络时尚语言形容：
简直就是整容式巨变。
爷爷成为了小区健身区的常客，各

种器材都能玩转；奶奶用我给她买的
蓝牙音箱听着京剧；爸爸妈妈空闲时
会一起看电影，重拾年轻时对文化的
热爱，还在假期安排全家一起旅行，领
略各地的美丽风光。我还记得第一次
坐飞机是初三毕业那年，爸爸妈妈带
着我去北京玩，可兴奋了。
万象城、爱琴海购物公园等大型综

合商场陆续建成，更是让我和小伙伴在
“家门口”就能玩到嗨。看电影、打游
戏、打卡网红美食⋯⋯虹桥镇成为了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好比，我经常去玩的爱琴海购物公

园，2017 年底开业，打破了以往的商场
概念，集娱乐、休闲、餐饮一体。偌大的
室外广场，音乐喷泉非常壮观，特别是
晚上，五彩灯光映衬下，喷泉随着悠扬
音符的律动，美轮美奂。商场里，除了各
具特色的餐厅，还有最美书店：新华书
店。我就最喜欢来这里看书，立体空间
让阅读变得立体，种类丰富的图书，更
让阅读变得饱满，每次我一看就是一下
午，闻着淡淡的书香尽情畅游在书海，
静心去品味文化的魅力。
妈妈和我一样也经常去爱琴海购

物公园，不过她是去逛街购物，每次都
能买到心仪的商品。她常说，现在购物
可以方便了，出门走几步就到商场了，
不像以前逛街购物，要么去徐家汇，要
么去长宁区天山商场，出行时间长，交
通也不便利，很麻烦。

多彩文化丰富一家人
娱乐生活

现在，我不再是家里最忙的人了。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比我上学还忙。
从我家步行十几分钟，就是虹桥镇

文化中心。位于万源路 2800 号，一楼设
有一间老年活动室，退休的老年居民经
常在这里下棋、聊天；两间不同功能的
乒乓球室，一间用来打比赛，一间为居
民平常练球之用，是中心里人气很旺的
场所，每天都有不少人往来；可以容纳
300 人的大剧院，经常会举行各类文化
活动，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
盛宴。我就时常陪着爸妈来看演出，表
演者一个个穿着华丽的演出服，或唱
歌，或跳舞，或弹奏，演出很精彩。

二楼，一个小型图书馆，很安静，提
供Wi-Fi 和热水，非常贴心。那里藏书
虽比不上市图书馆多，但是种类齐全，报
刊、杂志一应俱全，还设有专门的童书区，
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多附近
的居民喜欢来这里看书，有花白头发的爷
爷奶奶，也有带着小朋友的年轻妈妈，还
有90后年轻人，学习氛围浓厚。

爷爷说，虹桥镇文化中心是虹桥镇
最早的一家文化中心，他经常和奶奶去
看戏、听沪剧。中心门口有个广场，每天
都有阿姨爷叔在这里跳广场舞，可热闹
了。有时，爷爷和奶奶也会跟着他们一
起扭扭腰、踢踢腿，人都变得年轻了。中
心还开办了各类兴趣班，书法、钢琴、绘
画、下棋等等，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交
到新朋友，吸引了不少和爸爸妈妈年龄
相仿的人参加。我妈妈就上了几堂绘画
课，了解画画的基础知识，体验了绘画
创作的过程。

前几年，合川路开了一家四季睦邻
中心，功能与文化中心类似，一共五层，
规模很大、设施也很齐全，还增设了年
轻人喜欢的瑜伽、舞蹈、手工室等课程，
很受我们年轻一辈的青睐。虹泉路名为
普兰图自习中心的韩式自习室，更是我
们 90 后学习打卡必到之地，临近考试
时，经常有学生前来认认真真的备考。

不过我最留恋的，还是小时候居委
举办的暑托班。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暑
假，我经常去那里写作业。遇到不懂的
题目，暑托班里的大学生志愿者哥哥姐
姐会很耐心地指导我，一步步地教我如
何审题，怎样答题，直到完全弄明白。有
时候，志愿者哥哥姐姐还组织我们户外
活动，看看电影，吃吃肯德基，别提多开
心了，每次我都积极报名参加。

打造多样化体育场所

别看我长得斯斯文文的，作为 90
后男生，炫酷的体育运动才是我的最
爱。“家门口”完善的体育设施，也是我

提升技能的最佳场所。空了，我就会去
打打羽毛球，游游泳，让身体得到放松。
有时，爱运动的爷爷也会和我一起去。
他说在一旁看着我打球，就好像自己也
在打球一样，心情愉悦。
不久前，我还得到了一份“运动虹桥

电子地图”。里面包含足球场、网球场、游
泳池、健身房、公园步道等 20 个品种的
335个体育设施，点击目的地导航就能
显示所需时间和公里数，使用非常方便。
现在，爷爷经常说我遇到了好时代，以前
哪有这么齐全的体育运动场所，基本上
都是利用周边的事物做些简单的锻炼。
以往，想跑步了，就沿着小区公共

道路跑几圈或者沿着马路走走。想练器
材了，就准备两个哑铃，在家里自己举。
平时上班时，就把骑自行车当作运动方
式之一。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听小区里
的阿姨们说，早前她们向相关政府部门
反映“不知道去哪里健身运动”。没想
到很快的，一个个体育运动场所就建成
了，而且基本上只要步行十五分钟就能
到。打羽毛球就去周边楼宇里的球场，
健身就去小区花园里的器材上动一动，
跑步就去公园专业的塑胶跑道⋯⋯小
区里也周周有体育活动，听说虹桥镇还
将建成自己的体育中心，提供更多、更
好的运动场所，那想运动就更方便了。
虹桥镇每年都会举办各类体育竞

赛活动。其中，我最喜欢的当属大虹桥
青年公益马拉松大赛。
记得 2018 年是在闵行文化公园举

行，当天参赛者都早早来到现场，穿上印
有参赛号码的运动服做着热身运动。号
令一发，大家便冲出起点，沿着公园的赛
道跑了起来，现场热闹非凡，老人、青年、
孩子⋯⋯各个年龄层运动员们身上五彩
的运动服和公园里绿色植物、五彩鲜花
融为一体，形成了天然的画卷，让我的步
伐也不禁放缓了，享受这份美好。
虹桥镇的文化工作不仅限于群众

文化、群众运动的层面，而是以“宜居、
品质、国际”的大文化为核心，打造新型
城市街区文化的标杆。土生土长的大学
生赵文伟，从小参与了虹桥镇大文化建
设的起步，见证了虹桥镇大文化从基层
居委起步，慢慢地发展到社区文化中
心、睦邻中心、大型综合性商城、完善的
体育场所，让原本单一的居民娱乐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呈现出多元化、时尚化
的虹桥区域特色，也让文化虹桥、运动
虹桥融入百姓生活，更让每个居民都能
成为娱乐达人、运动达人，快乐地生活
在虹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