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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促和谐，同心共筑中国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统战时评、学习感悟、人物新风、典故新知、诗词漫画、摄影作品

……
要求：聚焦统战、文风清新、励志走心，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相伴！

来信请寄：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闵行统战》报收 邮箱：181211195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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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拍摄 与收藏
文 陈全荣（梅陇镇侨眷）

在美国探亲期间，儿子儿媳上班，孙
辈上学。 家住底特律近郊，小区都是二三
层的独立式楼房。 每户居民家除了在靠
近房屋四周种植树木、花草外，空地上都
是很大的草坪。 每户之间都有地标尺，邻
户之间虽不封闭，但也不能随便串门。 小
区里住的都是美国人， 像我们不懂外文
的中国老人，无法与他们沟通。 要到中国
店、超市购物，车程都在半小时以上，要
想外出逛逛， 只能在儿媳休假时开车带
我们出去玩。

在家闲来无事，常在小区走走，闻花
香、听鸟鸣。 不久我发现很多人家的窗外
都挂有一只鸟食罐，这好像是各种野生鸟
类的食堂！ 开始，我也在花园树枝上挂了
鸟食罐，引来了各种色彩缤纷的野鸟。 我
用儿子丢弃的一架小数码相机，学习拍摄
鸟类。后来，我还在花丛中发现了蜂鸟。蜂
鸟是一种既小又美丽、像大蜜蜂似的鸟，只
有拇指般大小。 只听见嗡—嗡声，从不看
它停留在花和树上，它来去神速，有时连影
子也看不见。 为了与蜂鸟近距离接触，拍
到它停下来的芳容，我从鸟食上下功夫，买
来蜂鸟爱吃的红色蜜汁，装入专用鸟食瓶
投其所好，终于和它成为好朋友，拍到了多
张蜂鸟停在树枝上的英姿。 从此，我对摄
影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 从不去伤害
动物。 在餐厅、公园等地常常有松鼠等小
型动物和天鹅等鸟类， 它们会向你讨食
物吃。 开车时看到动物在穿马路，司机会
主动停车让其先行。 我还拍到一头鹿护
送一群火鸡过马路的感人场景， 真不可
思议！

回国以后，我把在底特律看到的鸟食
罐，加以改进，利用丢弃的废塑料罐、瓶，制
成各种形状的“防雨水鸟食罐”，参加新闻
晨报举办的环保活动，把鸟食罐挂到闵行
体育公园的百树林和自住小区，定时给鸟
投食。

从拍鸟开始， 我拍小动物、 人文风
景、花卉，还拍将要被人遗忘的东西，凡
是我旅游到达的地方，绝不放弃拍摄。 现
在，我的照片收藏有风景活动类、植物花
卉类、昆虫蜻蜓类、鸟（飞禽、家禽）类、动
物类五大类 9000 多张，满满一大书柜。

吾已 83 高龄，又单眼失明，艳丽美
妙的世界，只能艰难地用一只眼去拍摄，
并将其印成彩照，收藏到相册内，留下人
生足迹。 四五十本相册，像一部串联起来
的画卷，是我辛勤付出的结晶，让我在绚
丽色彩中欢度晚年。

从拍摄到收藏，其乐无穷！

【身边人身边事】

侨眷老徐
的

金婚礼物

侨眷老徐给远在国外的女儿打电话

文 陈渭珠 （民建闵行区委会员、姜
汉卿烈士儿媳）

今年 5 月 27 日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纪念日，70 年前， 无数先烈为
了上海的解放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

命。 我的公公姜汉卿为了人民的解
放事业，于 1949 年 5 月 14 日，为保
护党的机密和转移地下党革命同志

而被捕 ，5 月 20 日上海解放前 7
天，被国民党枪杀于上海宋公园。

公公 1926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
大学(现华东师大)，获文学士学位。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地下党
委派，出任沭阳县党部书记，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 1931 年被捕，同年地
下党营救出狱，转入地下宣传革命。

1937 年，他带领 7 位进步学生
奔赴延安，北上抗日。后受胡乔木派
遣，公公辗转至华中地区，任郑州县
政府秘书。其间，发表了“论和战”一
文，严厉批驳投降派的谬论，鼓舞民
众的抗日斗志。

1943 年，公公任重庆国民党经
济部中央试验所主任。其间，他在做

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 悉心研究中
国纺织工业，发表了上万字的“中国
纺织工业十年建设具体计划刍议”，
文章刊登于经济研究刊物 《经济汇
报 》。 1944 年 ， 公公撰写发表了
“中国纺织工业战后 5 年计划 ”和
“纺、织、染历年试验工作概论”等论
文， 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5 年抗战胜利，公公受中共
华中局委派，从重庆回到上海，任中
纺十七厂厂长秘书， 积极开展上海
纺织系统的地下工作。

1946 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
市分会成立。由地下党安排，公公化
名姜化民加入民建组织， 担任首届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 在上海地下党
的外围组织“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公公策反
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组织委员方元

明，转移出 20 箱国民党机密文件和

部分珍贵文物， 经上海市地下党转
交给了无锡中共苏南行署。

1948 年，公公为上海“大公报”
撰写了“元旦献词”， 无情鞭挞了一
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热情讴歌了
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勤劳勇敢的中华

儿女！
1949 年 ，上海解放前夕 ，黑喑

笼罩，环境险恶。 由于叛徒出卖，地
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党组织立
即安排公公撤离。从单位转移途中，
公公又折返家中， 让保姆为几位单
线联系的革命同志送出撤离通知。
当他在二楼密室将党的机密文件和

电台销毁完毕时， 毛森的特务已将
小区层层包围，党的机密保住了，革
命同志都安全脱险了， 而公公已来
不及离开，不幸被捕。 在狱中，公公
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严守党和民
建组织的机密。公公被捕后，李克农
立即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作了汇

报，经多方营救未果，于 5 月 20 日
英勇就义，时年 47 岁，留下一子二
女，小女出生才三个月，尚在襁褓之
中。

1949 年 6 月 8 日 ， 上海地下
党、民建组织、上海中国纺织事业协
进会和纺织界工会，组织群众，为公
公姜汉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次日， 上海解放日报等在头版大幅
报道了公公的革命事迹， 颂扬其革
命精神。同年，公公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 1949 年 12 月 31 日，陈毅市长
亲笔签发了上海市 004 号烈士证
书， 以表彰公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公公一生最为关注教育事业，
1931年出狱后，在沐阳办学，任中学
校长，为革命培育英才。 他创办的学
校被誉为 “革命人才大本营”。 1937
年，受命赴三原、郑州、西安、四川等
地任教，为党和革命事业储备力量。

公公出身富裕家庭， 个人薪资
丰厚，但他省吃俭用，把自己的积蓄
支援革命，他的墓碑上刻着“把毕生
的积蓄贡献给了革命”。

今天，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纪念
日，我撰写此文缅怀公公姜汉卿。 公
公为革命而牺牲， 他是人民的儿子，
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民永远怀
念他。

公公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三烈士

之一。如今，他被安葬在上海市龙华
烈士陵园松柏坡下的绿草坪中，陵
园陈列馆，为他设列了遗物陈列柜，
墙上悬挂着他的大幅照片供人们瞻

仰。 每年清明节，市、区领导会陪我
们去陵园扫墓，敬献花篮。他最珍爱
的首版鲁迅全集和其他手稿， 现珍
藏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 在上海解放
70 周年之际，我们铭记历史，缅怀
英烈，就是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
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文 浦萱

把零散的村民居住点整合归并， 是上海
市乡村振兴工作的要点之一， 也是后续村级
经济发力的重要保障。 浦江镇革新村作为全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归并迁建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中……

老徐全名叫徐志祥，今年已经 72岁了。见
到老徐的时候，他笑容正憨，端着茶水在革新
村委会和工作人员聊着迁建新房内部装修的

想法和意见。 老徐世代居住在革新村的老土
地，这位打扮朴素的老人，谈笑风生之间，满口
的新鲜名词儿，“江南园林风”、“旅游经济”、
“产业带动”，据他说，这些都是从来他家介绍
革新村乡村振兴的工作人员那里听来的。

乡村振兴就是过好日子，拿着奖励
搬新家，还有啥好犹豫的

整个革新五组有 42 户人家，此次纳入归
并迁建的有 26 户。 老徐是革新五组归并迁建
以及委托代建最先签约的住户。

然而， 工作组一开始了解到老徐家的情
况时，都觉得说服他们家，可能要花上不少工
夫。 原来，老徐和老伴儿退休前是镇里工厂的
普通工人和代课老师，收入不高。 夫妻俩有一
对儿女，儿子从小有残疾，儿媳妇身体也有病
疾，没有固定工作，和老人一起住在老宅；女
儿早已远嫁国外。 迁建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存
在这样那样的困难。

联系老徐的工作组长到了他家， 介绍了
革新村乡村振兴未来的前景， 也把党委政府
打造示范点的惠民意图和实现路径反复讲

解。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没全理解，就三
次。 很快，老徐一家就听明白了，原来这个村
口标语上说的乡村振兴， 就是要让自己的村
子兴旺起来，让村子富裕起来，让大家都过上
更好的日子。

老徐一口本地方言， 透着一股坦率的真
诚，“我家的老房子是我结婚时建的，住了 40

多年，好几次想整体翻修，也是有心无力。 眼
下，乡村振兴帮着自己搬家，政府还给奖励，
还给整修道路环境，那还有啥好犹豫的呢？ ”
就这样，他和远在国外的女儿通过微信，讲述
了革新村要振兴发展的情况， 当然着重说了
老宅要平移，要迁建新房的事情。 没有几天，
他们一家就达成了一致， 老徐也成为了革新
村五组最早签约、 最早选择新家宅基地位置
的人家。

在新宅地址上打下地桩也为新生

活种下了希望

除了村宅迁建的带头签约， 此次委托代
建， 老徐也是五组第一家签约委托代建的搬
迁户。

老徐说，在选择房屋格局样式的时候，工
作人员给他看了好多效果图，尺寸、用料都写
得清清楚楚， 比起过去亲戚朋友自己找工程
队建房，细致地道多了。 他准备新宅建成后，
小院里种上自己和老伴儿喜欢的花草， 村干

部也已经答应会帮助他弄得妥妥当当。 看着
自己家的地桩插进土里的时候， 老徐就想好
了，这新宅也是一份礼物。

金婚礼物是新房子更是新盼头

老徐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提过， 这里是
一个新家，也是给妻子最好的一份金婚礼物。
结婚 47 年，老伴儿嫁到自己家，生儿育女、风
风雨雨，跟着自己平淡走过半生，不富不贵却
无怨无悔。 老实忠厚的自己平时不善表达，不
会时髦的浪漫。

但这一次，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他要把
自己的新宅弄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作为礼
物也好，作为港湾也好，送给老伴儿，让自己
一家的生活在这里重放光彩、更有盼头。

侨眷老徐的故事也许是革新村经历乡村

振兴村民中的普通代表， 但在革新村涅 腾

飞的过程中， 和他一样的村民们无疑是见证
者、更是参与者，也会是最终的受益者，他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将是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