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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梅陇 梅陇镇“撤二建一”20 周年征文

�梅陇站变迁记
邱子伟

1993年，我在上海铁路分局闵
行直属站工作，管理车站金闵支线
沿线七个客运车站， 并承担吴泾、
闵行、金山三大工业区的货物运输
任务。 那年，儿子考上了上海铁路
职业技术学校，上级组织给我分了
一套位于梅陇二村的公房。

记得刚从松江搬来梅陇二村

时， 小区周边是一片农田， 公路狭
窄，地铁未通，公交车也少，生活十
分不便。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周
围地铁和高速公路成网， 全家人看
着沪杭线建成， 上海南大门新老车
站交替， 亲历了梅陇站十年变迁的
全过程。

梅陇火车站始建于清宣统元

年（1909 年），是沪杭铁路线上一个
不起眼的五等小站。小站位于沪闵
路，轨道交通一号线锦江乐园站南
侧。 1976 年，上海石化总厂配套工
程金山铁路支线通车，从市区长宁
站始发，每天有五对客车开往金卫
东站 ，途经莘庄 、锦江乐园 （梅陇
站）、新桥、闵西、叶谢、山阳各站。

最初， 梅陇站不办理客运业

务， 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道口，沪
闵线公交车通过道口时，常因等待
列车通过而造成严重堵塞。随后几
年，梅陇地区陆续建造了一批安置
房，居民人口不断增多。 为方便金
山石化地区及地铁 1 号线锦江乐
园站开通后的客流疏散，1995 年 7
月 1 日，梅陇火车站在人们的期待
中正式启用，开始对外办理客运业
务。车站由上海铁路分局客运服务
公司管理，我妻子原是公司销售业
务员，被派到车站工作。 记得开站
那天，我送妻子上班，当时车站既
没有行车室和旅客候车厅，也没有
其他客运设备， 只有一个五十多
米长的站台和上下行两条轨道 ，
其他设施还在加紧筹建中。 国庆
节前夕， 车站建起了简易票房和
候车室，增添了售票和服务人员，
旅客也明显增多。 一天清晨，车站
来了十多位特殊的老年旅客，他们
是某癌症俱乐部病友，特意从浦东
赶来，乘火车前往金山石化总厂参
观。 妻子联系了列车长，一路给予
照顾，使这些旅客感受“人民铁路

为人民”的新风尚。
后来， 因建设轨交 3 号线，铁

路长宁站被拆除，原本从那里始发
开往杭州、金卫东站的旅客列车改
为从梅陇站始发。 车站新建了 200
多平方米的候车厅， 增开了 4个售
票窗口。每年暑期，梅陇地区有不少
学校组织学生去金山海滩游泳，大
量的学生客流给梅陇站和金卫东站

的车站服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

力。绿皮车上没有空调，有时会出现
超载的情况，运能不足且设备老旧，
梅陇站直达金卫东站要开一个多小

时，车厢内既拥挤又闷热。
1998 年， 铁路局推出了梅陇

至金卫东站的季度乘车卡。 一张
年卡包含有四张季卡， 一张季卡
60 元可乘坐 10 个单程， 满 10 趟
后免费加赠 2 个单程。 1998 年的
季卡上印有中国不同时期的蒸汽

机车 ，1999 年的季卡上则印着不
同型号的内燃机车， 连续发行了
两年。 当时，梅陇站是开往杭州的
始发站， 旅客又可在锦江乐园换
乘地铁 1 号线， 在候车大厅时常

能听到“杭州话”。
2006 年 6 月 25 日上午 8 点

15 分，首趟 N521 次列车从上海南
站出发开往杭州，梅陇站在运行了
十年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那时，
妻子已退休， 我的弟弟在车站担
任售票员。 临别前一天，售票房的
8 位职工怀着对百年车站的依恋，
在月台上留下了合影。 梅陇站停
运后，站内人员全部前往上海南站
工作。 2012 年 9 月 29 日，在原有金
山铁路支线基础上改建的金山铁

路———我国第一条公交化铁路客

运专用线开通。
三年前 ， 我和妻子从南站出

发，前往金山嘴小渔村游玩，在金
山铁路专线的月台上，我们碰到了
正在当班的弟弟。 他告诉我，金山
铁路专线车可刷上海公交卡乘坐，
全程不对号，随到随走。 值得一提
的是，直达金山卫新客站的列车全
程只需 32 分钟， 比原来的绿皮车
从梅陇开往金卫东站缩短了一半

时间。
（作者系梅陇五居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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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推开窗门，映
入眼帘的便是三棵银杏

树。 树是小区开发商移栽
过来的，已将近二十年了。
银杏树生长不快，旁边的
几棵樟树已长得半天高。

银杏的树枝细密舒

展，从上朝下看，一根根
下垂的枝条排列有序 ，
宛如一把绿色的大阳

伞。树荫下的长椅上，时
而有老人坐着闲聊 ，或
见儿童嬉戏打闹。

银杏树在地球上出

现已有上亿年，被人称作“活化石”。 我
曾经到过不少寺庙， 院中多种植银杏，
佛、道两教都敬称银杏为圣树、仙树。西
安罗汉古寺内有一棵银杏，1400 多岁
了，可谓饱经沧桑。 相传是唐太宗李世
民所栽。 可惜那次出差，没来得及去观
拜。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咏银杏，留
下不少诗画，其中，当属宋朝女词人李
清照的《双银杏》，以及清代两朝帝师常
熟人翁同 的诗作最为著名。

银杏在上海是很常见的行道树。
一到秋末初冬，寒风吹落叶，满地黄金
甲，是为一景。 银杏别名白果，结果却
不多见。我家窗下那三棵银杏树，每到
深秋便硕果累累，探究其因，发现其中
一棵与其他两棵不同， 它的树杆微微
向上伸展，高昂挺拔。后来才知道这是
棵雄树，旁边两棵则是雌树。每到授粉
季节，微风轻拂，在不知不觉间，花蕾
在雌性树枝上悄悄长成白白的果实。

深秋，西风起，树枝舞，白果从树
上掉下来，满地皆是，还有人拿着竹
竿敲打挂着果实的枝丫。想必这白果
也不会有多好吃，很少看到有邻居去
捡拾。来往车辆把白果碾压成一滩一
滩浆渍，这可苦了物业保洁员，得花
点工夫清扫，比扫树叶麻烦多了。

银杏树旁边还有三棵枇杷树。是
巧合？非也。后来才知道，这是有寓意
的。 除了有“金玉良缘”之说外，又称
谓“金童玉女”，枇杷果金黄，银杏果
洁白如玉，把它们种在一起，美称就
来了。 传说凡神仙所居的洞天福地，
皆有金童玉女伺候。 鸟语花香，小桥
流水，浮萍飘逸，紫藤盖亭……原来
自己居住之处乃神仙之居所！

枇杷树干粗壮，恣意弯曲，造型
别致，可赋想象。枇杷叶大且厚，呈墨
绿色，叶面有绒绒细毛，叶边如锯齿，
冬天也不落叶。中医把枇杷叶煮成膏
浆，可治疗咳嗽。我曾尝试过，叶子洗
净后加冰糖熬汤汁服用。枇杷树每年
三四月间结蕾， 次年九十月间果熟。
前些年，有人爬树采摘，发觉其果不
甜，后来采摘的人就少了。 一串串金
黄果实，镶嵌在绿叶丛中，煞是好看！
每天清早， 鸟儿们在窗外叽叽喳喳，
啄食枇杷果，它们成群结对，上蹿下
跳，好不欢快！

原先小区里只有我家窗外这三

棵枇杷树，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
踪迹，也许是鸟儿们的功劳吧！ 它们
把一颗颗栗子样的枇杷核播种在小

区各处。 物业觉得这样无序，反而影
响整体美观，将其铲除。

景以稀为贵，贵在其美。 美在于
你的想象，美在于你的发现。

窗外也有风景，也许就在你家窗下。
（作者系上海阳城小区居民）

创全喜报
赵伯新

特大喜讯，唔俚闵行，
光荣入选，文明城区。
金榜头名，来之不易，
力同心，全区人民。

走街串巷，奔走相告，
欢乐同庆，分享喜悦。
创全惠民，成效突出，
群众满意，书香闵行。
文明素质，文化品位，
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共同努力，感谢有你，
继续奋斗，永葆荣誉。

（作者系中海寰宇小区居民）

临安行
沈尔涛

临安锦绣裹山川，
登临自有故乡缘。
青山如屏水似镜，
一泓碧波映蓝天。
清晨起来看青山，
山势起伏向九天。
莫道小溪细细流，
终久奔腾归大海。

（作者系银泰苑小区居民）

【诗意梅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