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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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文 马伟琴（浦江镇党委副书记）

大治河，位于闵行区浦江镇南翼原
鲁汇集镇区， 东至浦东新区南汇出海
口，西至黄浦江。 大治河，是一条上海市
内最大的人工开挖的河道，它的开挖主
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南汇靠近东海区域

的土地盐碱含量，提高农作物的生长。
开挖大治河时， 我还在读小学四年

级，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开挖时的情
景历历在目，成为我永久的儿时记忆。

记得有一天上学准备上课时，班主
任杨银织老师跟我们开了一个短短的

晨会，告诉同学们再过一个月，我们鲁
汇中心小学就要搬迁了，这里即将开挖
一条很大的人工河，叫大治河，到时我
们全校的师生都要参加劳动，帮助搬课
桌椅。 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那几天
可以不上课了，特别兴奋。 后来的两个
月中，我们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一个
年级一个年级地进行搬离，这期间我们
四五年级的帮助低年级的一起搬课桌

椅，还有各类大小木头，新旧校区之间
的距离要将近两公里左右，来回也蛮累
的，但每天能分到一个油煎馒头，就感
觉特别香，特别好吃，也就忘了累。 今天
回过头来想想，这种馒头实际上是隔夜
吃剩的，才采用油煎的方式，但当时也
没啥吃，有馒头吃已经很幸福了。

一个多月后，就是 1978 年的 11 月，
开挖大治河的“人马”相继到位，都是原
上海县各个乡镇派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中

青年， 他们分别居住到了鲁汇各个村民
家里， 我家里是来自诸翟乡石皮弄村蒋
家塔的四位大姐。 一开始我们之间比较

陌生，平时她们从工地上回来后，各自忙
好自己的事就早早休息了。 后来经过一
段时间的接触， 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
了， 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好姐妹， 一到晚
上，我们姐妹三个就跑到她们那里，看她
们织毛衣、纳鞋底、钩花等，听她们讲开
河中发生的故事， 有时听到开河中又有
人伤亡，我们也会感到心痛。 有时下午 ２
点时， 我们会结伴到开河现场的食堂边
上等待， 因为这个时候是河滩上休息的
时间，开河的同志有面包吃，食堂的叔叔
们看到我们小孩子过去，也会拿给我们，
这时候的我们特开心。

开挖的工地上每天人山人海，一派
热闹景象。 到处插满了彩旗，每一个区
域都安装了工地广播，每天播报各个工
地的开挖进度，好人好事。 到处是各类
挖土的工具，有翻斗式拖拉机、翻斗车、
铲车、铁锹、铁搭等……大家挑的挑、铲
的铲、推的推，开始平地时还可以运用
机械化手段进行操作， 但越往下挖，难
度越来越高，只能用人工一担一担往上
挑，每担最起码 80 到 100 斤。 碰到隔夜
下过雨，那就麻烦了，台阶很滑，特别容
易摔下去，非常危险，所以工地上事故
时有发生。 不时的有工地负责人拿着尺
在每个河段进行尺量，看是否符合河滩

标准，对不符合的责令返工，所以大家
非常害怕工地负责人。 也时有文艺小分
队来现场进行慰问演出，为大伙加油鼓
劲；也经常看到一批挑着茶水的食堂工
作人员， 到工地上为工人们送上茶水，
补充水分；也有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
拿着笔和纸，穿梭在各个河段中，采编
工地上的点点滴滴， 及时地做好报道。
宽敞的河底也变成了我们学校体育课

的固定场所。
到 1979 年 1 月，整条大治河的开挖

任务即将完成，这个时候，一些经济条件
比较好的乡镇，例如虹桥、七宝、北新泾、
龙华等， 他们就出钱卖土方给江苏盐城
一带的民工， 请他们一起完成最后的开
挖任务，而其他经济条件差的乡镇，只能
靠原有的人工一直坚持到最后。

一转眼， 大治河开挖至今已过去四
十多年了，在这四十多年的过程中，看到
的是滔滔江水潮起潮落， 看到的是两岸
满园的橘子、桃子，看到的是百姓居住条
件的不断改善， 听到的是丝织厂、 橡胶
厂、玩具厂、服装厂、砖瓦厂传来轰隆隆
的机器声和马达声， 听到的是学校传来
的朗朗的读书声和音乐声， 熙熙攘攘的
人流穿梭在大治河边繁华的集贸市场、
购物商场和电影院。

文 杨瑛（农工党闵行区委秘书长）

70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
70 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今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迎来 70 岁
生日。从江南水乡到北国边陲，共
和国每一平方公里的热土都浸透

着欢欣与幸福， 流淌着甜蜜与歌
唱。 近十四亿华夏儿女以豪迈激
越的歌声放飞金色的理想与玫瑰

色的憧憬， 放飞坚如磐石的信念
与对伟大祖国赞美的诗歌。

看着祖国母亲的第一艘航母

开始扬帆启航了， 舰载机昂首起
飞了， 海监船护航执法到钓鱼岛
了。 人们，欢呼雀跃。

而我， 一名普通的农工民主
党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我的梦
很简单， 就是勤奋学习， 努力工
作，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
的人。

这就是我的梦， 做一个很简
单的梦，做一个不忘初心的梦。

防治艾滋，关乎性命，承担着
社会与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面对
病人， 我唯有小心谨慎、 砥砺前
行。 我和同事们战斗在传染病防
治工作最危险的前线， 看到一个
接着一个绝望的病人， 我愿用自
己无尽的汗水换取他们稍许的安

慰。
面对患者和家属渴求的目

光，我们义无反顾。面对工作的高
度危险，我们从容不迫。因为我知
道， 我们用双臂撑起的是生命的
希望， 我们用双手托起的是明天
的太阳。

高强度、 高风险的工作没有
吓跑任何一名医务工作者， 支撑
着我们永不倒下的， 是我们心中
那不灭的中国梦。 我知道我手中
的这份工作， 关乎着一个病人的
健康，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关
乎着一个孩子童年的欢乐。 我知
道，可能医生多一点的关心，就会
让一个绝望中的病人重新燃起对

生命的希望。
我是医务工作者， 更是农工

民主党的党员， 无论面对任何情
况， 我都会铭记自己身上的使命
和责任。

中国梦，农工情！这情是所有
农工党人对自己祖国深沉热爱的

情！这梦是所有中国人民的梦！

一段大治河开挖的儿时记忆 致敬初心
砥砺笃行

文 范守纪（古美路街道侨眷）

上海解放前夕， 记得我大概七八岁
左右，当时，我们家住在福州路（四马路）
浙江路一家旅馆三楼。 隔夜一直是细雨
霏霏，天空迷蒙。凌晨，我上趟厕所，经过
窗口，咣！ 我惊吓了。 整个福州路两旁都
躺着一排排穿着军装的军人， 爸妈后来
告诉我这些都是解放上海的解放军战

士，当时，只见他们熟睡在湿淋淋的马路
大街上。 整个街面，没有多大的动静。 其
时，我尚小，只是十分惊讶，在幼小的心
灵中，留下人生永远难忘的记忆。

约我九岁时，我家转住常熟区（即现
在徐汇区）大木桥路 206 弄 34 号，靠斜
土路旁，离肇嘉浜路只有几百米远。当时
此肇嘉浜是以上海“龙须沟”而闻名于上
海南市，说是浜，其实就是一条狭长的小
河。 那时节河面上小虫飞舞，杂草丛生，
臭气熏天，行人几乎都捂着鼻子行走，苦
不堪言。

人民政府为人民， 市政府下决心于
1954 年 6 月动工改造，确保一方市民有
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历经两年多改造，

动用大量人工和经费， 终于在 1956 年
12 月将昔日的“龙须沟”修成人人欢喜
的林荫大道。绿树掩映，道中间是行人休
闲娱乐的路边场所， 这条林荫大道东起
日晖港（现在日晖东路）俗称打浦桥，途
经大木桥路、小木桥路、枫林桥路、天钥
桥路，一直修到徐家汇。穿越整个林荫大
道，犹如步入人间天堂。我当时就读上海
中国中学， 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穿越林荫
大道，总在大道椅子上休息片刻，仰望天
空，引发无限遐想，尽情享受心中快乐。

我高中同班同学、著名作家李连泰，
曾发表过一篇著名散文 《翡翠的路》，记
述了肇嘉浜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迎来崭新时代，万心欢腾。
国家大踏步向前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上
海东方明珠更是上海标志性建筑， 它矗
立在黄浦江畔，塔高 468 米，历时三年多
建造，于 1995 年 5 月 1 日建成启用。 东
方明珠，它犹如一串串从天而降的明珠，
洒落在整个上海大地， 更显示中国豪气
长存、自强自主的精神。站在上海东方明
珠塔上，俯视上海繁荣景象，黄浦江边人
们的欢腾，江上轮船川流不息，远远望去

繁荣的南京路， 人流不断， 商店琳琅满
目、奇光异彩，每日每人都沉浸在节日的
喜庆之中，这就是中国人骄傲，也更是中
国人民勇往直前、永远奋斗的精神。

新时代、新光彩。 整个城市，都像每
天都生活沉浸的节日之中，秩序井然。更
可贵的是处处都有警员护岗， 我们生活
在如此平安、繁荣的大上海，幸福永驻在
人们的心中。

2010年 1 月我搬至闵行区万源城朗
郡小区，小区内高楼林立、绿草如茵。 绿
树在微风中轻盈地摇曳、顾盼生姿，显得
格外婀娜，鸟儿呼朋唤友，伴随着少儿嬉
闹声，加上小轿车穿流，这确实像一台小
交响乐的热闹景象，使人心旷神怡。在如
此一年四季之中，让人沉淀下心情，在平
凡中演绎生活的多姿，新的景象，新的起
点，我们都有新的期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已是七十好几的幸福老
人，我对历史有记忆、有感慨，几十年来
沐浴着党的教育和培养， 我们一定要活
到老、学到老，永远跟着党走，合着新时
代的节拍，勇往直前。

难忘的记忆

【闵行区统一战线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