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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水清河道长，东茭泾河岸美又靓，
清晨阳光暖心房，健步走在河道上，
绿色树木排成行，高压线下百花香，
健身居民点头笑，点赞彭浦好风光。

二
记得当年河道旁，乌黑泥水臭味浓，
粪船泥船河中撑，鱼虾泥鳅毒死光，
如今迈入新时代，静安彭浦来点亮，
政府制定河长制，各级领导责担当。

三
现在崭新东茭泾，黑红跑道多宽敞，
一八九健身路，居民锻炼喜洋洋，
美丽环境人人爱，都要珍惜守护她，
感谢党的好领导，阳光路上奔小康。

七律贺彭浦新村建村 60周年
文 程义祥（曲沃路 430弄）

榴锦煌煌照眼明，穿行旧里凯风迎。 天时可恃犹图计，地利无凭亦蜚声。
使命恒奋勤政事，初心未忘重民生。 乡村美喜春霖沐，甲子彭浦幸福情。

新静安 北亮点
———贺彭浦新村建村 60 周年

文 宣万春

阡陌曾交错，鸡犬亦相闻。 桑梓筑新邨，沪上添名胜。
劳模集结地，乐业享安居。 外宾常造访，亲朋喜相聚。
难能可贵处，“四特”之精神。 高屋建瓴语，激励后来人。
勠力同心干，甲子迎巨变。 天道总酬勤，俨然北亮点。
河道绿地靓，街区倍清爽。 家园更美丽，民生有保障。
牢记新使命，勿忘初始心。 未来更可期，圆梦好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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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曲星】

【联系我们】

《彭浦新村社区晨报 》是一份
覆盖彭浦新村地区的属地化报纸，
说的全是“自家门口这点事”，涵盖
街道活动 、 生活服务全方位的信
息 ，每月发行 1 次 ，送达彭浦新村
近 6 万户居民手中。 目前静安区已
有彭浦新村、 天目西、 芷江西、临
汾、大宁、曹家渡、石门二路 、南京
西路 、江宁 、静安寺 、宝山路共 11
张社区晨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
纸，想报名登上栏目 ，或者对我们
的报纸有任何建议或者意见，欢迎
联系我们。

【来稿请寄】

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彭浦新村社区晨报 收

电子邮箱：
houchuanting@sqcbmedia.com

联系电话：61155946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彭彭浦浦新新村村
我们小时候，彭浦新村的夜晚秋风凉爽。

漫漫的旷野尘土飞扬， 寥寥的路人形色匆
匆。 昏暗的路灯摇曳着长长的夜光，一个人
走在新村的路上还真有几分心慌。

如今的彭浦新村，原先的荒野上也盖起
一幢一幢楼房，晚上走在马路上轻轻的微风
送来阵阵的清爽。 商场里熙熙攘攘，彭浦新
村的条条街上，霓虹灯闪闪烁烁，人们悠闲
地散步，挑选着美丽的衣裳。

我们小时候，彭浦新村开往市区的公交
车没有几辆。 95 路要伸长了脖子去久久张
望，巨龙车还没进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大哥
哥推着小姐姐的后背，大姐姐拉着小弟弟的
臂膀。五六个人脚挤进车门口半个平米的地
方。 市区，那是离我们好遥远的地方。

现在彭浦新村的公交车通向了四面八
方，隆隆的轨交在“天上”飞驰，的哥穿梭在
新村的大街小巷。 自行车换成了助动车，驾
车族开起了私家车，到南京路淮海路人民广
场，只要短短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小时候， 彭浦新村的雨下得很疯
狂，夏雨滂沱的季节，木盆里的小孩在涨水
的路上荡漾，奶奶无奈地看着家里的饭桌在
水中飘荡，大妈机智地拿着方凳当船推着孙
女上学堂。

现在彭浦新村的雨，丝丝落下温柔得就
像一只小绵羊，乖乖地流进临汾路的抽水泵
站，流向了新村西面的污水处理厂，奶奶和

大妈再也不用辛苦地去排水拷浜。淅淅沥沥
的小雨变成了诗意的联想，暖暖的笑意写满
爷爷奶奶慈祥的脸庞。

我们小时候，上学的路很远很长。 小鸟
还在树枝上睡觉，我们就背着书包，迎着晨
曦上学堂，放学回家的十多里路上，我们疲
惫地数着星星伴着月亮。

现在彭浦新村的学校星罗棋布，建在新
村的每一个街坊。示范性学校、实验性学校、
特色学校、特殊学校、免费学校……还有来
自西藏的同学也坐进了共康中学明亮的课
堂。 辛勤的老师在默默地耕耘，青青校园培
育了无数桃李芬芳。莘莘学子每年考进清华
北大、复旦交大名校的数不胜数。

彭浦社区学校也是红火兴旺， 歌舞朗
诵、书法绘画、摄影编织、茶道插花，优秀的
作品漂洋过海赢得外国朋友的喜爱赞扬，真
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图书馆里书墨飘香，学海无涯，书山有
路，勤奋才能领略无限风光。 上海第一代工
人工程师就从这里成长， 还有一批教授、书
法家和技术革新的能工巧匠。

我们小时候， 彭浦新村的楼房也有几分
像样，只是合用的厨房、洗手间感觉比较脏，
锅碗瓢盆奏着生活的交响， 免不了磕磕碰碰
地争吵一场，好邻居时间长了也会感情受伤。

现在我们的楼房大变样，客厅、卧室、还
有阳台亮堂堂。 自己的厨房、自己的洗手间

充满了清香，里里外外都装潢得很漂亮。 煤
气灶的火苗烧旺了我们的新生活，淋浴器的
龙头冲得我们幸福流淌。旧房改造的惠民政
策， 让全新村的 5000 多户老房子中 2000
多户改成了独用房，老人们再也不用去公共
澡堂，在家里就可以享受沐浴的舒畅。

想当年，我们彭浦新村是上海最早的工
人新村之一。 中国第一台大型天线座、第一
台推土机、第一台气动电控冷轧机、第一台
水管式工业锅炉都诞生在彭浦新村这片热
土上。

看今天，全市首个旧房成套改造成功的
小区就在彭浦新村。

出家门步行 5分钟就能到达便利店，10
分钟到达超市和餐饮店， 骑车 15 分钟到达
大型购物中心； 这里有星光老年活动室、老
年助餐点， 还有新村待建的商业文化中心，
彭浦新村是一个美丽的大家园。

六十年的磨砺奋进， 六十年的风雨沧
桑，昔日的农村，融入了现代的都市，新村成
为新社区建设的榜样。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不断开
创，才有了今天的鸟语花香、繁荣兴旺。

我们，将高举镰刀铁锤的旗帜，坚守为
创造幸福而筑起的长城。

我们，将为彭浦的美丽家园，砥砺前行，
奋进开创！ （来源：彭浦诗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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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前，年轻的共和国
正昂首疾进在康庄大道上。
我们的政府, 运筹帷幄，勾
画蓝图。 彭浦工业区应运而
生，一座座大工厂鳞次栉比
耸立在昔日荒凉的农田里。
一个个龙头骨干企业，担负
起共和国各行各业老大哥
光荣角色。 伴随彭浦工业区
的诞生， 彭浦新村拔地而
起。 在蛙鸣的欢迎声中，在
雀儿欢悦的歌声伴奏下，一
大批工厂的干部、职工住进
了崭新的楼房，开拓了彭浦
新村 60 年的新纪元， 拉开
了彭浦新村蓬勃发展的序
幕。

小河从新村中川流而
过，农田、鸡舍、牛棚、猪圈
和工房犬牙交错，机器的轰
鸣声和牛哞猪嘶声， 演绎了一首和谐的协
奏曲。一条坑坑洼洼的共和新路，95路孤独
地蹒跚行驶着。 人们把这里看作乡下，去一
次市区叫到上海，新村仿佛沉沦为城外的孤
岛。

这就是 60 年前， 彭浦新村真实的写
照，也是共和国建设征途上浓缩的一瞥。

历史在发展，祖国在前进，人们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聪
明的智慧， 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
这贫瘠的土地上， 傲然建立起一座崭
新、巨大的工人新村。

一条条宽阔、 笔直、 平坦的公路，贯
通起城市的四面八方。 一家家时尚、敞
亮、 齐全的商店， 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
求。 幼儿园、小学、中学，担负起孩子们受
教育的光荣任务。 娱乐中心、图书馆等各
种文化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茁壮成
长。 医院、保健中心、各种健身器材和活
动场所，遍布社区大街小巷。 公园里绿树
盎然，花团锦簇，小桥流水，一派春意荡
漾。 咏春拳、太极拳，跳舞大妈各展风姿，
各领风骚。 武术、长跑、溜鸟，荟萃众彩，
丰富有趣。

回首往事， 我们感慨万分； 展望未
来，我们心潮澎湃。60 年，一个生命轮回。
共和国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从希
望的此岸登上胜利的彼岸。 看到彭浦新
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深深地感到骄
傲，骄傲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这片土
地包含着我们火热的激情， 我们将把它
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我爱彭浦的“华彩四季”
文 路家鹤 （岭南路 539弄）

今年是彭浦新村建村 60 周年，我看到
了彭浦新村社区晨报登载的一条消息：“幸
福彭浦我的家，用 100 条理由说爱你”。 自
退休回到彭浦新村定居 10 年来，我深深地
爱上了这片热土，要说理由，其中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我爱彭浦的“华彩四季”。

彭浦文化的“华彩四季”在全市都是很
有名的，以“春之韵、夏之声、秋之舞、冬之
魂”为主线，汇集了彭浦文化的精粹，给社
区居民带来文化生活的精神大餐，特别是让
老年居民参与到华彩四季的文化生活，使他
们享受美妙的晚年人生乐趣。

先说春之韵，为提升居民精神文明的素
养，展示居民美好形象，街道举行服装走秀
活动，33 个居委都组团参加。 演出舞台上，
大家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旗袍、 唐装、汉
服、民国服饰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参

加了几次居委代表队参演服装走秀，穿上唐
装，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展示自己老年生
活的美好一面。 今年 4 月， 以 “世界读书
日”为契机，街道举办了“华彩四季诗歌朗
诵赏析会”， 我作为彭浦诗韵社成员参演
《名家作品吟诵》节目演出。 这是整台节目
的开场，我与诗友们各自朗诵了自己喜欢的
名家作品，我朗诵的是郭沫若的名著《天上
的街市》，站在舞台上，仿佛让我置身于作
品的年代场景，令人深深地回味。

再介绍夏之声。 今年 6月，彭浦新村举
办了第十届合唱节， 我参加了居委的合唱
队，说起来，迄今为止，街道共举办了十届合
唱节，我退休回到社区 10 年，参加了全部
十届的合唱节比赛。 大家用歌声赞美祖国
的大好河山，充分展示了彭浦人积极向上、
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我也看到了各支优秀

文化团队的魅力与风采，享受着社区文化的
成果。

接着是秋之舞。街道舞蹈节已持续举办
了五届，居民们在舞蹈中舞动健康、舞动和
谐、舞出一片新天地。最后是冬之魂，戏曲节
也已连续举办了七届， 轮番唱响的经典曲
目，让人们领略中华戏曲文化的无穷魅力。

今年的“华彩四季”文化活动又迈上了
新的高度， 往年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中心举
行，让居住在较偏远的居民感到不便且文化
内容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 今年，街道开展
文化进社区的活动，采用分批进各个社区的
配送形式，活动内容由单纯的文艺演出增加
到节目导赏、指导员配送、开设艺术讲座等
项目，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居
民的文化需求，让居民真正能在家门口观赏
到艺术大戏。

*“四特”是指 2007 年 8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视察彭浦新村时给予彭浦干部的褒奖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讲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