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
泾
文
化
客
堂
间

胡
卫
星
︵镇
收
藏
侨
之
家
成
员
德
国
侨
胞
︶

社区热线：8008190000(固话) 4006200000(手机)

8版 梅馨陇韵 2020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四

向幸福出发
钱红春

我在梅陇 梅陇镇“撤二建一”20 周年征文

【剪影看梅陇】
【诗意梅陇】

央视有档名为“向幸福出发”的
节目， 由平民百姓讲述自己在危难
时刻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后， 发愤图
强、攻坚克难，获得幸福的故事。 这
是一档受助人特意借助节目来向好
心人谢恩的节目。 作为观众，我也感
同身受，甚至会老泪纵横。 什么是幸
福？ 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有着不
同的解读。 二十年前我迁居到闵行
的梅陇，便开始“向幸福出发”了。

1998年，眼看分房该轮到我了，
单位却突然取消了福利分房，这像
一盆冷水将我从头浇到脚。一年后，
我与妻子无奈地掏出全部积蓄不
说，还向银行贷款几十万，买下了现
在的住房。 当时有人为我不平，有
人为我叹息，也有人笑我：“哪里不
好买？ 偏偏要买梅陇那种‘乡下地
方’的房子。 ”甚至有人揶揄道：“我
还以为是南京路那个 ‘梅龙镇 ’
哩。 ”

可如今的梅陇镇，不仅马路纵
横，高楼林立，小区周围更是热闹非
凡：商店、超市、影院，娱乐场所一应
俱全。 到了晚上，近处的高架道路
车来车往，像一条闪光的绸带在夜
幕中舞动；远处的霓虹闪烁，如彩色
的飞流从一幢幢高楼一泻而下。 我
那些退休了的同事，每每来我家作

客，无不称赞我当时的“先见之明”，
夸我“运气好”“有魄力”。 我虽不敢
认同，但当初对自己时运太差的懊
恼和对单位取消分房的牢骚早已烟
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喜悦，
这就是幸福。

刚搬到梅陇的几年里，不甘于
四周农田和河沟，低矮农舍的冷清，
常会怀念老宅附近淮海路的繁华和
热闹，忍不住会与妻子去那里采购
一番。 每去一次就像解放前“跑单
帮”一般，肩背手提，累得气喘吁吁。
后来，我很少再去那里 ，因为这些
年， 那些知名的品牌纷纷在小区附
近开设了连锁店或加盟店，不少知
名品牌的食品也在附近的商场或超
市设立了专柜，只需在手机屏幕滑
动一番，就会有快递送上门来。 每
次品尝着这些知名美食，我心里满
满的甜美，这就是幸福。

记得有一次单位退管会组织活
动，集合地点在某体育场的入口处。
那天，大家都早早赶到，唯独不见老
刘的踪影。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时，
老刘连奔带跑地赶了过来。 他解释
说，家门口只有公交线路，他是花了
两个多小时，转乘了三辆公交车才
赶到的。 看他满头大汗直喘粗气，
我庆幸自己“乡下地方”家门口就是

地铁，到哪里都方便，这就是幸福。
我在部队就喜欢 “写通讯”，回

上海后从事的工作也与文字相关。
退休后离开了单位， 我一时没了方
向，整日无所事事。正当我寂寞难耐
时，我读到了《闵行报》《梅陇报》和
《人文梅陇》杂志，这让我兴奋不已，
也鼓起勇气投稿。 在编辑的悉心帮
助和热情鼓励下，渐有长进。 此后，
这些报刊便成了我耕耘的园地。 偶
有拙作见报，便喜不自胜，生出小小
的成就感， 我的退休生活也由此丰
富起来。 据我对亲朋好友以及同事
的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文化氛围，
都不及本区本镇那么浓厚， 他们常
常向我讨要这些刊物，尤其是《人文
梅陇》， 即便是过期的也爱不释手。
每每这时，我心里便是满满的欣慰，
这就是幸福。

我虽然上不了央视 “向幸福出
发”节目，但我依然要感恩。 感恩党
和国家的改革开放， 要不我哪有机
会， 哪有能力买房？ 哪会与梅陇结
缘？感恩梅陇这块“风水宝地”，没有
梅陇这么快这么多的建设和发展，
我哪来的甜美和自豪？ 入住梅陇二
十年， 我的每一步都是 “向幸福出
发”！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书 画 梅 陇

锦梅路， 一直是条
断头路， 连块路牌都没
有。 这条路，只有东，没
有西，开车要绕，居民出
行要绕。 莲花南路上的
公交站离锦梅路仅仅十
几米， 竟然被一面墙莫
名其妙地堵了七八年 ，
闹心啊。

那时，这里有农田，
有村庄， 有一条东西走
向的机耕小道。 道旁是
几十栋老旧房屋， 这是
集心村的城中村。 村头，
最显眼的是臭味四溢的
公共厕所。 这房子，大多
租给外来打工者。 院子
里几台洗衣机轰 轰 作
响， 一根根绳子上挂满
了五颜六色的衣服 ，污
水顺着斜坡流进村旁小
河浜， 一塘死水的臭熏
让人窒息。

当时为了解决附近外来工
子女读书问题，急需老师 ，我应
聘去小学教数学，租的就是村民
房屋。 其时，村东头供奉一座小
庙，初一、十五香烟袅袅；村民们
把蔬菜摆在地上，用浇肥用的塑
料桶装着咸菜，吆喝着买卖。

终于 ，我们迎来了 “东风 ”。
创全国文明城区 ， 政府的 “实
事”，就是打通这种“各自为阵 ”
的断头路，给居民安逸舒适的新
生活。 一声令下，众人欢呼，推倒
拦路墙，拆了旧厂房。 原来狭窄
的春潮桥上，小车通过时只能北
来，不能南往，行人碰上车辆，只
能捂着鼻子以防吃“土”。 现今，
这里全是宽畅的柏油马路，加宽
的韩泗泾桥，几分钟就可到达莘
朱路外环。

破旧老宅推倒， 建电梯房，
原拆原还。 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几套房子
的他们，不仅家家装修得耀眼亮
堂，轿车也是必备，都成了“富贵
人家”。 但在这片土地上，仍然住
着他们从小一起泥塘、水田边长
大的乡里乡亲。 比别的小区更胜
一筹的是，这里丰富的文化生活
占据了多个空间，邻里中心的图
书室、托育园、乒乓球室等一应
俱全。

一天下午，我路过锦梅馨苑
配置齐全的多功能音响房，那里

传来了 《燕燕做媒》，那
唱腔有板有眼， 农民中
爱好沪剧、 越剧的麦霸
比比皆是。 梅陇小型的
文艺比赛、 太极拳展示
等都会借他们的场地。

让人大开眼界的还
有在全国介绍经验的 、
古色古香、 极富意蕴的
集心村客堂间。 这里有
小剧场， 不用出门就能
欣赏市里各团队的文艺
演出； 有自己的节气公
园， 有为村民举办婚丧
喜事的村民会所。

新建的闻翠园 ，充
满诗意，令人心旷神怡。
修剪整齐、 错落有致的
小树和弯曲的小道如天
降的彩带， 萦绕着绵绵
草地。 西府海棠和垂丝
海棠在花开时， 芬芳浓
郁、香气扑鼻。

我住在锦梅路的春馨苑小
区，出门散步，我欣喜地走在用
黄色灯光勾勒出轮廓，刚刚一路
打通的锦梅路上———家门口对
着正在日夜施工的老年医学中
心，这是上海规模最大 、拥有一
千张床位、专为老年人医疗康复
的医院；再往前，一片几十层高
的写字楼，正在内外装修；路旁，
是园林式的春申景城小区，集心
村的很多村民从破旧的老宅“一
跳龙门”搬到这里，它的门廊高
大、宽敞，迎门的一组雕塑，两边
气派的花坛……

我们小区也一改过去的脏、
乱、差。 走进大门，视野一片开
阔， 几棵高大的铁树微笑着迎
客，每条小路都清清爽爽。 我和
村民们做邻居，他们朴实、勤劳、
友善。 他们的院子里种了各种蔬
菜，还给我家送来种子 ，教我如
何种植。

旅游成了常态， 隔三差五，
旅游大巴就在大门口接客，晚上
居民们回来，左手一只鸡 ，右手
一只鸭，笑得合不拢嘴。 邻居姐
妹们着装靓丽，广场舞跳得酣畅
淋漓，有时我也乐在其中。

看着梅陇的乡亲们在自己
的土地上优哉游哉，我这个新上
海人打从心眼儿里为他们高兴，
为他们感到幸福。

（作者系春馨苑小区居民）

相约梅家弄
毛雪峰（作者系源梦苑区居民）

大地欢腾，红旗举、辉煌跨越。华夏美、载歌载舞，喜迎佳节。盛
世太平民赞语，社群安稳同和协。 展新颜、华彩耀神州，东方屹。

人才聚，科技崛。 丰伟绩，修高铁。 见港珠澳桥，景观雄阔。 严
肃贪官豪壮志，弘扬正气清淳洁。 今朝夕，百姓享安康，开心悦。

（作者系罗阳三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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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梅陇有大爱
范骏（作者系望族苑小区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