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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梅陇】

““ ——————梅陇人民大家谈””铸 造 未 来 之 镇
在我出生前，大伯蔡保

生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那
时，我家住在卢家湾的谈家
宅，靠近徐家汇路蒙自西路。
大伯在原上海法商电车公司
工作，上海解放时他才二十
九岁。
由于我家是三上三下的

楼房，前后是四通八达的弄
堂，所以党组织经常在我家
的东楼开会。东楼住的是三
叔蔡金根，他和大伯在同一
单位工作。在大伯的引导下，
三叔也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东楼离东边邻居家只有三米
不到的距离，大伯和三叔就
在东窗边放了一块长约三米
的木头跳板，遇到紧急情况，
地下党同志只要把木头跳板搭在
东窗和邻居家，就可以快速撤离。
每次开会时，大伯便安排祖母

在弄堂口放哨，大伯母把住楼门，
有陌生人进来，就用木棍敲打楼
板。开完会，同志们就从后门分散
离开。
1949年解放前夕，大伯和同

志们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紧急任
务，负责摸清梅陇、七宝一带的敌
军碉堡布防情况。大伯就与同志们
分成几个小组，利用休息天骑自行
车沿着老沪闵路排摸情况。他们分
头分段踩点，最后由大伯在家中汇
成总画图交给上级党组织，为解放
上海作出了贡献。
在国民党疯狂的白色恐怖下

做地下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有一次，大伯带了武器坐车去执行

任务。遇到国民党反动
派警察拦道“抄靶子”，
命令所有乘客下车，挨
个搜身。大伯想着绝不
能被发现，他悄悄地把
手枪塞进车窗的框缝
里，然后若无其事地下
车，“老老实实”地接受
检查。全车乘客检查完
毕，他仍然回到车里，趁
人不注意，把枪从车窗
框缝里取回来，继续去
完成任务。
尽管始终小心翼

翼，伪保长仍然注意到
了我们家，他几次来我
家找人，假猩猩地说：
“蔡保生呢？我有事要

找他！”幸亏大伯正好不在家，躲
过了盘问。上级组织知道情况后，
立刻安排大伯转移。等大伯再回
家，上海已经解放，全家人高高兴
兴地团聚，迎来了明朗的天。
小时候，大伯经常给我讲参加

地下革命工作的故事，因此我一直
向往成为大伯那样的共产党员。
1973 年，我实现了愿望，在上海化
工机械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到现在，党龄也有 48年了。
1996 年，老家动迁，我和大伯

分开了。他搬到七宝，我搬到梅陇，
但是我们时常见面，每次相聚最感
兴趣的话题仍是聊他参加地下革
命工作的故事！大伯于 1999 年去
世，为了纪念他，向大家讲述上面
的故事。

（作者系高兴一居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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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从媒体报道得知上海
60-75 周岁的老人，可以免费接种
预防“新冠病毒”的“疫苗”。
果然，上星期四(3 月 25 日)傍

晚，楼组长挨家挨户通知，“明天开
始小区内符合年龄条件的居民，根
据自愿的原则，可以到居委会登记
申请免费接种。”
正好女儿符合前一批（18-59

周岁）免费接种条件，尚未登记申
请，这次就可以一起登记申请了。
第二天，女儿拿着我俩的有关

证件，独自去居委会完成了登记申
请。
星期天，居委干部又加班逐一

电话通知：星期一 13:20 集合，有
大巴车接送，13:30 准时发车。

到了 13:25 大巴车准时到达，
但有位老太太发现忘了带身份证，
赶紧回去取，结果发车耽误了 5 分
钟。
其实，疫苗接种点离小区很近，

不到两公里，要不是路口等红灯，本
来就是踩一脚油门就到的路程，结
果也就是用了七八分钟就到了。

很多人都形容接种点“人山人
海”，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井然有
序”，组织者的计划安排是非常到
位的。

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志愿
者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辛勤工作

和满满的奉献精神；也离不开所有
医务人员的精湛医术和精心周到的
服务。

对我这样快 75 周岁的老人，
居委干部更是格外照应，倍加关心，
一路陪护。
他们不辞辛苦地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充分展现了上海基层干部
的良好素质和敬业水平。
整个接种过程，步骤清晰，从严

格验证、详细询问，到男女分室接
种，随后 30 分钟的“留观”，认真
细致，一丝不苟，环环相扣，无缝连
接，如行云流水。

从大巴车将小区居民接走，到
送回，整个接种过程仅用两个小时，
安排之周密，工作效率之高，令人赞
叹！
这就是上海的都市风貌和行事

风格，展示了上海超大城市的管理
水平。

(作者系罗阳三村居民)

绘民生画卷 展未来宏图
张立人

因疫情，刚考入美国某大学的
小孙女在家上网课，近日，趁着她闲
暇时间，我带着她去参观了地处梅陇
外环听翠园内的蔡兵美术馆。蔡兵美
术馆是以中国当代画家蔡兵先生名
字命名的一座公立美术馆，美术馆内
典藏着4608件（幅）蔡兵先生捐献
给闵行区政府的美术作品、名家字
画、文献、历史资料等珍贵藏品。
观赏了艺术大师的这些艺术作

品，我们爷孙俩不禁表示深深的敬
意。蔡兵先生用他的毕生精力绘就
了让人如此震撼的美丽画卷，不禁
令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不是吗？
正如蔡兵先生那样，我们梅陇人民
也正在用幸福之笔绘就规划蓝图，
展示梅陇“未来之镇”美丽宏图。
最近，梅陇镇党委、政府在镇各

级会议上多次提出了铸造“未来之
镇”的愿景，其中，规划中提到今后将
有7条轨交线路途经梅陇，“七线汇
聚”将打通梅陇的交通脉络，这不仅
让梅陇居民的出行更加便利，梅陇
营商环境也将随之提升；虹梅南路银
都路沿线定位梅陇地区中心，将集高
品质住宅、商业办公、教育医疗、文化
休闲、滨水空间于一体，打造综合性
公共中心和区域地标。
是呀，当你走遍梅陇大地，你一

定会欣喜地发现：所有主干道两旁生
动的壁画、葱茂的植被、精致的知识
长廊、宽阔笔直的河道、风格迥异的

主题公园，梅陇镇处处散发出绿色的
气息。让梅陇居民出门便可见到绿
色，也让梅陇人民更加宜居。
享受人生、品赏生活。现在，步

行十分钟之内，在我家门口大大小
小就有四个公园，我基本上每天都
会和老伴儿去那里散步，呼吸新鲜
的空气，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健康是生命之基，是人生幸福

的源泉。目前，我家附近的行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也已正式开诊，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疗卫生服
务了。社区的老百姓纷纷点赞，“太
好了，我们这儿也有社区卫生服务
站，现在配药什么的，就更近了！”
梅陇镇铸造“未来之镇”的美

好愿景正在逐步显现。作为老梅陇
人的我亲眼目睹了梅陇镇改革开放
四十年里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老一代人有责任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诉说和寄托归
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想当年，我们老一代人艰苦奋

斗、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老梅陇地区是上海市水稻、
棉花、蔬菜重点生产基地之一。那
时，我是回乡知识青年，我家也有责
任承包田，所以各种农活都干过。回
想起来，给我的印象颇深、最苦最累
的还数承包蔬菜地。当年，全上海人
民的吃菜问题主要依靠我们本地人
解决，中山西路菜场是全市蔬菜集

散地。为了满足全市居民日常需求，
保障正常供应，我们梅陇公社安排
各生产队每天必须及时把地里采摘
的大量蔬菜送往市区。可运送蔬菜
到该集散地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当
地农民送菜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两轮
拖车。蔬菜全部装在铁篮子里，每辆
送菜车一般满满当当可以放七个大
铁篮子，计有一千多公斤，必须两个
人才能拉动一辆运菜拖车。一个把
握车头，一个拉着长绳在前面拖，一
路上呼哧呼哧、气喘吁吁地从老家
蔬菜地到中山西路菜场至少得走一
个多小时的路。何况当年的马路
（老沪闵路）崎岖不平，拉着沉甸甸
的拖车，真是累死人！特别是通过像
老沪闵路三号桥这样高坡度的桥，
人驼着腰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爬
上。下桥更是个技术活：因为拖车上
压着沉重的蔬菜，一边下坡，一边大
叫：当心！当心！而且又是很难控制
车速，下坡确实极其危险，一不小心
还容易翻车。
想起当年的艰辛，让我们倍加

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
如今，亿万人民的小康梦想已

经实现。“十四五”规划宏图大展，
改革之火正炽，发展之路正长。梅陇
人用幸福之笔绘就规划蓝图，一幅
“未来之镇”美好幸福的民生画卷
正在梅陇徐徐展开。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阅尽人间春色
篆刻 毛雪峰

滴翠园的欢乐歌声
摄影 姚卫星

淀浦河边聆战鼓。
翠柏馨香，忠骨清风抚。
雪魄冰魂淳美誉。
英灵浩气垂今古。

星陨悄然悲怆虑。
志淑韶华，永列千年谱。
掩卷长思难觅句。
虔诚敬拜听秋雨。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蝶恋花·越女志淑
姜凯

注：邹志淑，浙江嘉兴县人，中央机关交通员，牺牲于 1931
年 5 月，现安葬在上海闵行区烈士陵园。

在梅陇打疫苗
成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