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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

共和国同龄人

林锋接受市表彰（（第二排左二））

王田忠在东方绿洲与自己造的炮合影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石泉社区晨报》推出“共和国同龄人”专题访谈，
找寻社区内的共和国同龄人，邀请他们谈一谈自己、身边乃至国家的变化；70 年来印象深刻的事……以
此反映 70 年来石泉发展、城市变迁。

当年我们在‘小三线’造的炮
如今已经成了展示品

因雷锋改名
在大庆油田旁屯垦戍边建设

□记者 陆骏健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当年
的一句口号。 林锋从初中开始受雷锋精神
的影响，就有了这个想法，还改了自己的名
字。 1968 年，不满 20 岁的林锋就奔赴了黑
龙江，一去就是 14 年。 返沪后一直从事人
事工作，曾被评为上海市人事系统“为人民
服务， 让人民满意” 教育实战活动先进个
人、上海市人事系统先进工作者。 “现在的
生活条件好了，在黑龙江虽然辛苦，但我们
都很快乐。 ”

初中就想去新疆
穿着衬衫到黑龙江

林锋是土生土长的普陀人， 父亲曾是
华师大一附中的教师， 后因母亲过世在台
州住过一段时间，1958 年回到上海， 住在
师大一村。在上初中时，受到了雷锋精神的
影响，形成了人生的价值观。 “那时想着要
响应国家的号召，中学毕业就想去新疆。我
的名字也是因为雷锋改的。 ”后来高中时，
她主动报名要求去黑龙江、 去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19 岁的林锋穿着衬衫坐上了去黑
龙江的火车。 “那时什么都不懂，一下火车
就发给我们棉大衣，穿上还是冻得不行。一
开始很不适应，呼出的气会在脸上结冰。没
有厕所，都是挖个坑解决的。睡觉时两排大
炕。 没有米饭吃，白面都很少，只有窝窝头
加小米粥。 ” 兵团所在地就在大庆油田附
近，那里全是一片草原，草的长度差不多到
腰际。 她们每天都是挖土、烧砖、自己盖房
子。 “每次除草我都是最后一名，因为我最
认真，一根杂草都不放过。”虽然条件艰苦，
但待遇还是不错，有食堂，一个月工资 32
元，交掉 12 元饭费，剩下的 20 元她们可
以存着或寄回家中。“我们大家精神上都很
快乐。 ”

当干部不回沪
思想汇报被公开朗读

在黑龙江， 林锋看到许多当地农民家

的孩子大冬天还是光脚， 她便把自己的工
资省下来给他们。连队领导发现后，找她谈
话， 告知她这不是凭她一人之力可以改变
的，国家会关心的。 由于表现优异，林锋被
提拔为干部，负责宣传、青年、妇女工作，她
经常会深入各个连队采访。 有时去营部开
会到晚上，她还会坐夜班车赶回连队。夜班
车直达不了连队， 她就连夜走 40 里路回
去。“夜路上经常会遇到野狗、野狼，一开始
还是有点怕的。老乡告诉我不要怕，拿着手
电筒照它们吓走它们就好了。”当时有不少
人当上干部后就想着回沪， 领导也考虑让
林锋回上海， 因为这事她还专门写了一篇
思想汇报， 表达自己扎根边疆为国建设的
决心。 “我的思想汇报还在广播里朗读，本
来是不准备回来的。”她和爱人在黑龙江成
家，后来因为爱人父亲过世才返沪。

曾受市领导接见表彰

返沪之后，挤在爱人家中，8 个人挤在
一间房里，不久后爱人分了房子，他们搬到
了曹杨六村。 回沪后林锋和爱人一起上夜
大，一同考上了公务员。1991 年时，她来到
原东新路街道工作。 那时的苏州河岸边有
很多棚户区，条件艰苦、经济落后。 发展需
要人才，领导也十分重视，负责人事工作的
林锋就特别花工夫， 克服了许多困难引进
人才。 “我做了十一年人事干部，从未出过
差错， 曾经还是唯一一个接受市领导表彰
的基层干部。”2000 年时街道合并，林锋来
到石泉。 “那时候的石泉和现在不好比，脏
乱差，现在经过整治，环境好多了。 ”

1990 年 、1993 年 、2011 年她都和爱
人回黑龙江看过， 原来的地方都已经变成
农田了，人们都住在了城市。 看着上海、黑
龙江和祖国的变化，林锋感慨良多。 “国家
和人一样，总会有困难的时候，但熬过了就
好了。 ”汶川地震时，她的女儿捐了 1000
元，她和爱人各自也捐了 1000 元，后来收
到中组部的证书。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现
在的生活和以前已经不能比了。坚定信念、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
梦，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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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林锋
生日：1949 年 12 月

□记者 陆骏健

20岁响应号召， 离开上海来到安徽参
加“小三线”建设，为国家制造枪炮……再
看现在人民军队用的武器， 王田忠的心里
感慨万千， 特别是当他在东方绿洲看到曾
经自己造的炮时，“我们的国家真的强大
了。 ”

坐船 36小时到安徽
82个厂一起建

王田忠从小长在上海， 年幼时住在杨
浦区。 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当时国际局势
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
我国生产力布局，国家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开展“三线建设”，上海的“小三线”建在皖
南。 1969 年，刚从中专毕业的王田忠便主
动报名参加“小三线建设”。“当时自己也比
较单纯，祖国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 ”由
于性质特殊，报名的人员需要经过政审，还
要有一定技术，“当时中专毕业已经算是很
好的了，不像现在都是大学毕业。 ”王田忠
顺利入选，20 岁离开家门， 从十六铺码头
坐了 36 个小时的长江轮船来到安徽。 “现
在交通方便了，高铁飞机速度快得多了，再
也不用 36 个小时了！ ”

来到安徽后， 他们第一要务就是修路
建厂，“我们到的时候那里真的是头顶青天
脚踏黄土，房子都没有，只能借住在当地老
乡家里。 ”连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先炸山
开路， 后造厂房，82 个厂房同时造，“那场
面真不亚于打仗， 几十支建筑队伍一起开
工，从码头运来的黄沙水泥瓦片，每次 100
辆车一起到，我们军事化装卸，两三个小时
就卸完了。 ”厂房完成后，他们就开始造枪
炮。 王田忠主要造的是 57 高炮，“当时 57
高炮比解放战争时期的加农炮要厉害多
了，算是先进的武器。后来得知东方绿洲展
示的就是我们造的炮， 我和爱人还特意带
着孩子一起去看呢！ ”由于表现优异，王田
忠被任命为保卫科长， 也在厂内邂逅了自
己的爱人。 1981 年，王田忠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对此妻子还有些遗憾：“我放
弃了很多机会让给他， 没有入党是我一生
的遗憾。 ”

回沪有房分
工作顺应时代变化

当时，他们有句玩笑话：毛主席说“三
线建设”搞不好，他睡不着觉，等到毛主席
睡好觉了，我们就能回沪了。1985 年，国际

形势缓和了，经过国务院批准，王田忠和其
他“小三线”建设的工人们都可以回沪了。
由于老王是保卫科长，被分配到安置组，要
负责把工友们的户口迁回上海， 因此他一
直到等到其他工友都走了， 自己是最后一
批才走的。回沪后，国家还给他们分配了住
房。 “小时候我家的房子是租的，10 平米一
桌一椅一张床，后来房东返乡，房子要卖给
我的父母，只卖 450 元，但还是没钱买，需
要找人借钱。 没想到回沪后国家能分房子
给我们住。 ”

回沪后， 王田忠先被分配到了民营企
业， 这让在兵工厂里呆久了的老王有点不
适应。 后来国营体制改革，工厂合并，再到
后面工厂转制，自己创业，用老王的话说厂
的变化就是国家的变化， 都是顺应形势发
展的。

2000年搬到石泉
现在交通更方便了

老王一家是 2000 年搬到石泉的 ，看
中的是石泉交通的方便。“这里公交车很多
的，出行很方便，还有么就是为孩子就业考
虑。”回沪后，老王分配的房子在近郊，由于
当时的用人单位有就近招人的习惯，2000
年儿子毕业找工作时不太顺利，经过权衡，
老王最终买下了现在石泉路的房子。“刚来
的时候这里很热闹，小店多买东西方便，阳
光也好。 ”这些年来，老王见证了石泉的变
迁，“水产市场、水果市场、棉纺新村……这
些都拆除了。 ”现在，虽然周边的店铺少了
一些，但整体的环境变得整洁了，交通有了
地铁后也更方便了。老王和妻子都觉得：我
们不要和别人比，和我们自己比，从原来一
无所有到现在安居乐业，我们很满足了。

王田忠在东方绿洲与自己造的炮合影

人物：王田忠
生日：1949 年 10 月

王田忠在东方绿洲与自己造的炮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