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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的大庆之

年，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

年砥砺图强， 新中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

变，国家富强，日新月异 。

今年以来， 临汾路街道各

界人士纷纷以诗歌诵读 、

歌舞展演、摄影大赛、口述

历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

的伟大成就。

用或激昂或深情的朗读为祖国点赞

在各类庆祝活动中， 目前在临汾举行的

“同声颂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静安市民朗读之旅主题活动， 无疑是最

隆重的。 临汾路街道社区发展办和党群工作

办组织临汾各行各业、 各类群体代表在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同声赞歌美好生活， 赞颂

伟大祖国。

无论是上海正章实业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上海首席技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的保德路 425 弄居民区居民陆耔豪朗读

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节选，还是华联吉

买盛彭浦店店长、上海市劳动模范、三八红

旗手王新朗读的《飞翔吧，中国》节选，抑或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区人大

代表、区静安能手王晓珺朗读的《答卷人》

节选，均气势雄壮。 同时，荣获 2018 年上海

市十佳好人好事，为临汾困难老人送去“免

费午餐”的俞迎春、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戏剧教师、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的

市交通路口优秀志愿者、临汾路市场监管所

的“静”彩“汾”呈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上

海蜜丰滑稽剧团演员的临汾路 375 弄小区

青年志愿者、汾西路 261 弄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临汾

小小诵读班也轮番登台，用他们或激昂或深

情的声音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同声赞歌

美好生活、赞颂伟大祖国。

王晓珺朗读《答卷人》节选

临汾路街道“同声颂祖国”朗读之旅主题活动现场

用魅力民族服装秀七彩临汾展东方恒美

日前， 临汾路街道群众文化协会在

临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四楼综艺小剧场

举办“七彩临汾·魅力民族服装秀”展演

活动。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勇、党建办主

任郑宛平、发展办主任杨婳冰、党建办副

主任马玉倩， 发展办副主任张婷等领导

出席。群众文化协会和居民区共 18支文

化团队约 200余人参加， 尤其是宝山区

高境镇的一支文化团队闻讯后， 特地赶

来，要求参与其中。 参演团队除了自费购

买服装外， 有的团队为了更好地展示自

己的风采，专门学习取经；有的团队为了

保证演出质量，亲自动手改良缝制服装；

团员们认真排练，一次次纠正动作，不少

人为了参加活动甚至取消了旅游。

令人惊喜的是， 本次活动还有十

多名男士也上台走秀，实现了“零”的

突破；令人感动的是，有一位团队负责

人，家中亲人突患重病，为了团队的正

常排练，从病房直接来到排练现场。

展演中，18 支参展团队各展风

采，维吾尔族、苗族、傣族、黎族等少数

民族服饰争相斗艳；汉服、旗袍等中国

传统服装绚丽多姿，配合舞蹈、表演、

各类道具等，2 个多小时的活动精彩

纷呈， 为临汾居民送上了一份视觉盛

宴。

为赞美祖国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临汾路街道图书馆携同艺夫心·影摄影队工作室共同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摄影大赛，并将 30 幅

获奖作品同 10 幅优秀作品在保德路 181 号临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楼陈列厅展出，展示多姿多彩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为诸多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此外，上海市静安区科技学校紧密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爱国主义“绿色环保 祖国最美”主题教育活动，依托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和 2019 上海市学生艺术设计大赛，通过学

生暑期采风，收集相关信息，感受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伟大历程，祖国的繁荣富强，开动脑筋坚持原创，动手实践制作设计成品，校内将会举行艺术设计展评活动，优秀作品送市一级

参加学生艺术设计大赛，优秀学生作品也为温馨教室的创建增添亮丽的风采。

合影

老归侨忆往昔彰显爱国情怀

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来自临汾路街道的 5 位老归侨，他们出生在国外，历经风雨，回到祖国怀抱，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过上了幸

福安定的生活。

苏兆南是一名出生在缅甸的老归侨，也是上海的一名退休中学教师，耄耋之年的他，回忆起他的大家庭

的百年历史，最大的感受是家庭的幸福与祖国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祖国的强大才有家庭的富裕，才有人

民的幸福生活。 苏兆南的祖辈是生活在福建西南部山区的客家人。 上世纪早期，苏兆南只有 14 岁的二伯父

靠在轮船上打杂工换取了船票，从厦门上船，经一个多月的辗转来到缅甸仰光，干过帮工、搬运工，当小伙计

等苦力，在城郊站住了脚。 抗日战争开始了，他的叔叔组织华侨捐款，祖父的弟弟还到马来西亚槟城组织华

侨捐钱捐物支援国内抗日战争。 上世纪 40 年代初，日本人打入南洋、缅甸，对他们的大家庭有很大影响，大

家商量决定由他的三伯父和爸爸带部分妇女和孩子回福建老家。 他的叔叔因老婆是缅甸人，只能把唯一的

幼子托付亲人带回老家。 他的三伯父在回国途中，经云南保山遭日本飞机轰炸而身亡，姐姐也是失散几天后

才找回。 在战争逃亡中，家人受尽艰辛。 现在，他们大家庭的成员除了在国内，还分布于缅甸、美国、加拿大、

新加坡等地，通过百年打拼，不懈追求，取得了好的成就，也为国家做了一些贡献。

朱玉珍于 1944 年出生在印度葛伦堡，幼时随着父母从印度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她既是老归侨，又是

一名老党员。1995 年，朱玉珍退休回归社区后，从做侨联联络员、组长到街道侨联的副秘书长、保德路 425 弄

党总支第六支部书记。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朱玉珍来到困难老归侨黄莲娇家中走访，踩在老人家的水泥地

板上，感觉像冰窖一样。 回到家，朱玉珍利用自己的特长为黄莲娇赶制了一双保暖棉鞋。 做成了第一双，经过

1 个月不分昼夜的赶制，她又做了 30 双棉鞋，为临汾路街道及周边 70 岁以上的老归侨送去这份温暖。 因为

经常上门走访，她凭自己的眼力就默默记住了每个人的鞋号，如今“制鞋送鞋工程”开启至今已有 15 年，她

说，“只要眼睛还好，手还能动，就会一直做下去。 ”2010 年，临汾作为“世博人家接待点”，她带领统战团队

的骨干，成立了香囊和茶海宝手工品制作组，积极参与社区重要外事接待活动，邀请客人观摩并制作，受到了

领导和来宾的好评。 朱玉珍所制作的龙猫获得了“2015 年上海首届香囊制作大赛”的优秀奖。

蔡似馨是一名 84 岁的老年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4 年，蔡似

馨回国，和外婆一起生活。 记得 35 年前，她搬来临汾路 593 号居住，家是最后排的一幢楼，往东是一片荒芜，

没有店铺没有公交。 那时，她香港的大姐带着新加坡的一位亲友来探望，到门口附近看了一阵，回家说居住

在这里很凄凉，太不方便了。 车也无法叫到，下雨天只听到外面的狗与癞蛤蟆一起在大合唱。 如今的临汾路

可以算是这一带的南京路了，热闹非凡，真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上海人口增加了几百倍，交通是繁忙的，有纵

横连贯的公交、地铁，有众多的家用汽车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全力推进各方面建设的同时，

把社会、民生、老百姓的日常需求作为工作推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摆到议事日程上，社区医院、学校、道

路、交通、上下水道、供电网都有了更大的进步。 党和政府对老人的关爱大家都有目共睹，特别是她成为了一

名街道侨联的联络员后，又有了家的感觉。

1961 年，李嘉美出生在越南海防市。 1968 年，她随母亲和 3 个姐妹回到上海。 在侨联组织的关心下，她

们的生活和学习都步入了正轨。 2000 年以后，她搬迁到景凤路 301 弄。 退休后，临汾路街道侨联成立茶艺

队，她跟着保德路 425 弄的茶艺老师倪焕凤学茶艺，考取了中级茶艺师，多次参与接待外宾，到部队和养老

院送温暖，在外国友人和社区居民面前展示茶艺，传播中国茶文化。 2007，她开始做侨联联络员，开会学政

策，走访老归侨。有些老归侨身体不好，住在医院，她就去探望。李嘉美觉得自己时间充裕，生活幸福，积极参

加了侨联的工作，为画好统战的同心圆作出自己的努力。

1930 年，吴挽回出生在马来西亚。当年，吴挽回的二哥却劝他，照料好弟妹，安心读书，将来回国深造，建

设新中国。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声浪也震撼着海外进步青年的爱国心，大

家纷纷回国。当时，二哥生病，妈妈偷偷给二哥送药不幸被英军抓去英国监狱坐牢。大姐主动带走弟妹，大哥

为他筹足盘缠，买了船票，使他顺利成行，乘芝沙丹尼号船抵达香港。 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面对船上

30多名回国青年，对方如临大敌，不准登岸，设岗监视了一夜，最后还是祖国派船专程来接他们。 客船经过虎

门炮台，“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伴随着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吴挽回情不自禁地

掏出那张异国护照，投进了滚滚的珠江波涛中。 从此，他告别了海外游子、二等公民、受人欺凌的岁月。 1951

年，他坚决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报考军事干部学校，进入南方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被保送到湖北孝感空军第 7

预科总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人民空军战士。他从新兵到团级干部 30 载，再转业到地方工作直至退休。回归

祖国 68 年以来，吴挽回在党的关怀下、教育下，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了一份力量，做了一些贡献。

老归侨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出发，言语间流露出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发生的变化的自豪感。 他们坚信祖国会越来越好，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苏兆南夫妇

朱玉珍夫妇

蔡似馨

李嘉美

吴挽回夫妇

以镜头和设计颂赞祖国最美

祖国万岁 摄影/施锦云

风采依旧时装队表演的《东方恒美》

翰墨香书画社表演的《水墨中国》

凌风舞蹈队表演的《三月桃花雨》

“绿色环保 祖国最美”主题教育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