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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国 70周年 喜看新泾变迁
【寻找共和国同龄人】 为迎接共和国 70 华诞，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新泾社区晨报》在新泾镇范围内寻找共和国的同龄人。
通过讲述他们 70 年来个人经历、难忘记忆等内容，来反
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书写人生之美、抒发家国情怀。

【我与新泾共成长】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新泾镇
举办“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与新泾共成长”主题
征文活动，广大社区党员、群众踊跃供稿，讲述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风雨变化，讲好新泾人的新泾故事。

□记者 陈毓磊

“我住的这里以前叫薛家厍，我们小区的大
楼，都是我亲眼看着它打桩建起来的。”位于天山
路威宁路路口海逸公寓是沈福东现在的家。
沈福东还有个女儿定居澳洲，老夫妻俩每年会

抽空去澳洲住上一段时间。每年定期出去旅行，走过
全球几十个国家，这要在几十年前，沈福东可是想也
不敢想，“以前连饭也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
退休前，沈福东曾在长宁区医药公司、新锦华

（集团）公司等单位工作，他的身上有很多与上
海、与长宁同呼吸共成长的时代印记。

3个月治愈 100多名病患
1967年，沈福东高中毕业，受“文革”影响，等

待了一年他才被分配到单位———上海市商业一局
的下属医药公司。由于当时沈福东家住静安和长
宁的交界处，领导便就近安排，把他分配到了长宁
区医药公司。

“当时长宁区还是比较落后的，不属于中心城
区，商业基础薄弱。”沈福东还记得，1968 年自己
被分配到长宁区医药公司时，当时整个长宁区大
约只有 10间药房，基本位于中山西路以东。
后来，区里的医药公司取得了外区、甚至外省

市的药品采购权。加上过去每个单位都必须配有
医务室，甚至工人去医院看病还要有医务室医生
的就诊单。刚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沈福东每天骑
着自行车，装着一百多斤药，给各单位工厂的医务
室送药，和医务室医生们打成一片。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市暴发甲肝，在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里，有 30 多万人感染。当时沈福东
所在的长宁商业系统有 100 多人被关起来隔离。
“那时候市政府要求每个公司负责好自己公司的
病人。我由于之前的工作经历，经常和医生们打交
道，就负责起了这件事。”
于是沈福东去各家单位找医生，最终从长宁区

各家单位的医务室里抽调了30位左右的专业医护
人员，并邀请上海传染病医院的主任医师坐镇。前前

后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100多号病人治好了。

参与见证“天山街市”盛况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沈福东后来被借调至长宁

区政府工作，并参与了当时全市闻名的天山街市。
沈福东说：“上世纪 50年代末，天山路两边建造起

了天山新村，工人阶级住上了崭新的房子，生活条
件水平变好了，购买力也增强了。”
当时上海还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街市，天山街

市筹备之初，沈福东和同事专门到闵行区、外省市去
学习他人优秀经验。“搞这个街市，招商是第一关。”
沈福东负责组织工作，与其他同志一起邀请了医药行
业、百货行业、餐饮商户等过来，再设计摊位布置。
1986年，第一届天山街市举办，摊位摆放在遵

义路至古北路的天山路两侧，一百多个摊位，人头
攒动，客流量30万人次。服装鞋帽、生活日用百货、
风味小吃，给当时的市民留下了美好回忆，甚至还
吸引了海盐、宁波、杭州等城市的商户和游客。
如今的长宁已经是商贾云集、交通便利、设施

完备；沈福东家后面的苏州河健身步道几乎每到
傍晚就有人休闲锻炼；不久之后，新泾还要建成一
个宜家荟聚购物中心……
看着 70 年来中国发生的盛景，沈福东充满自

豪，“我们生活在上海这块热土上，不同肤色不同
大洲的朋友纷纷来到这里，参与分享我们中国的
硕果！”

干一行爱一行 与长宁共成长

□记者 陈毓磊

一件白大褂，腰板笔挺、精神矍铄地在办公桌
查看就诊的病人，很难想象陈春和已是一位古稀老
人。“我连只鸡都不敢杀，怎么叫我去学医了呢？但
是只要是党叫我去，那我一定跟党走！”讲述起最难
忘的人生经历，略显拘谨的陈春和打开了话匣子。

以前徐汇都是草棚
解放前，陈春和的父母从家乡绍兴来到上海，

在徐汇区定居，陈春和从小便在徐汇斜土路长大。
陈春和家有兄妹三人，东西经常不够吃。于是父亲
就拉着黄鱼车，徒步走到七宝去进菜，然后拉回来
卖菜养活一家人。
“那时候的徐汇都是草棚。”如今的徐汇高楼

林立，但是陈春和童年记忆里的徐汇也曾是破破
烂烂的“乡下”。“我小时候住的的草棚房，还是我
父亲自己搭的私房。肇嘉浜路那里现在看起来很
美，以前都是臭河浜。”陈春和回忆说。
每到汛期，黄浦江泛滥，家里的东西都浮起

来，江水常常没过膝盖。“那时候国家穷，也没有什
么方法，只好自己等水退掉。”
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

父亲分了房，夫妻俩带着兄妹 3 人，住进了 16 平
米的公房，但是还要 3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

响应党的号召跟党走
1968 年，年轻人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陈春和也不例外，他积极
报名去黑龙江、去新疆，希望为祖国作贡献，可惜
最后都没有去成。
当时他就读的枫林中学校领导看他坚持要到

农村去，便安排陈春和去奉贤的星火农场。“整个
学校就我一个下乡的，学校还为我办了欢送会，当
时很轰动。”陈春和至今对自己下乡的经历印象深
刻。同年 8月 22日，陈春和收到了通知书；8月 24
日，他就已经收拾好行李出发去农场了。

一个从城里来的男孩，到
了农场还是被艰苦的环境

“惊”到了。“当时农场里都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去
割芦苇造房子，睡草棚。”陈春和表示，正是农场的
生活条件艰苦、努力工作，才锻炼了人的意志，即
使到了 70岁也不怕苦不怕累。

“命运捉弄”去学医
陈春和本想在农场安心干下去，后来农场领导

安排他去考大学。陈春和便努力准备考试，在农场

114个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十四分之一。
陈春和告诉记者，他起初想报考上海机械学

校和上海海运学院，可是最后收到了原上海第一
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怎么叫我去这个学校，我连
杀只鸡都不敢的，我怎么能当医生呢？”陈春和后来
一想，既然党和国家叫我去，那我就要去做这个。
进入大学后，陈春和刻苦学习；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北京中
医学院，搞解剖工作。后来因为夫妻分居两地，他
被调回了上海航道医院工作。陈春和回忆，工作最
辛苦的时候天天开刀，有时候手术台一站就是十
几个小时。
已经退休的陈春和依然闲不下来。除了日常

在医院看门诊，他还负责内科病房的外科会诊工
作，去养老院为老人看病。
陈春和表示，70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我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医疗事业贡献自己力量！”

用一生践行一心一意跟党走

爱祖国，从爱新泾做起

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
底是人民的梦”。 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与
个人梦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梦的实现，
有赖于众多个人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
现又为个人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个人的小梦，离不开国家的大梦。 联
想我圆住房梦的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也就没有个人的

圆梦， 只有当中国梦与个人梦同频共
振，二者都会绽放绚丽的光彩。

51年前的春节，我步入了婚姻的殿
堂， 很自然地产生了有一套婚房的梦
想。 那时，我在崇明农场工作。 由于文
革， 本来经济亏损的农场雪上加霜，又
穷又苦。 我的梦想因农场无房分配而落
空，只得在我的办公室里，用文件柜拦
了一个狭小的地方作为宿舍，暂且过渡
一下。 不久，一位“老围垦”出于同情，把
他住的一间小草棚让给我。 小草棚是几
个“老围垦”自己动手搭建的，专门为家
属前来探亲欢聚用的，被人调侃为“鸳
鸯房”。 草棚只有 5 个多平方米大，只能
摆一张床、一只桌子。 小草棚用毛竹搭
的梁，用芦苇篱笆做的墙，用稻草盖的
顶，没有开一扇窗，唯一的房门又低矮
又狭小，进出都要低头哈腰。 尽管如此，
总算有了两人的小天地，我们夫妻俩还
是高兴了几天。

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妻子所在的生
产大队腾出了一间 10 多个平方米的草
房分配给我们。 草房比小草棚要好，芦
苇墙壁糊上了厚厚的灰泥沙，用石灰水
刷白，还装上了玻璃窗，在黑黝黝的小
草棚里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置身在亮
堂堂的草房里，我感到特别爽，人也精
神了许多。 后来，妻子调到一家场办工
作，我们从生产大队搬到了场部，从草
棚、矮平房到平房，在几年时间里搬了
八九次家，都是住的临时房子，可谓居
无定所，当中的酸苦一般人是无法体会
的！ 我那住房梦始终得不到实现。 面对
当时国家的状况，我渐渐麻木了，也不

去想住房梦了。 我知道，国家大梦的缺
失，哪儿有我个人的小梦！

1977 年，农场在场部机关大院东侧
建造了一幢三层楼的家属宿舍，这是农
场的第一幢三层楼。 宿舍大楼只有房
间、厨房间，没有卫生间，住在里面还是
要拎马桶。 而且，为了省钱，建设单位又
改动了原设计，房子的实用面积不大。当
时，我们夫妻和两个儿子一共 4 个人，分
配到底楼的一套一室半房间居住。 水泥
地坪没有架空，直接铺在烂泥地上，一到
黄梅天， 水泥地坪就冒水， 整天湿漉漉
的，用不了几天，房间里的不少东西就要
发霉变质，真是又烦又恨啊！

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使我有
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住房梦。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国民经济
飞速发展， 农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发
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层的职工住房
像雨后春笋般地耸立起来。 我终于有幸
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我专门请
了装修工人来装修， 特别安装了纱窗、
纱门，还烧起了液化气。 岳母多次来到
我家，看到房子比她家在市区的房子还
要好，羡慕地说：“农场好，农场真好！ ”
过了几年，我购买了房子的产权，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住房，圆了自
己几十年的住房梦！ 进入新世纪，我用
多年的积蓄，又在市区购买了一套二室
一厅的房子，退休后回到市区居住。 后
来，浦东国际机场扩建，我的老家动迁，
我在机场附近拿到了两套动迁房，使我
的住房梦锦上添花！

从我圆住房梦的经历说明， 我们每
个人梦想生长的土壤， 都深深植根于中
国梦。我们每个人梦想的成长，都有中国
梦的成长相伴。有了中国梦的茁壮，我们
才有了做自己的梦的自由。 这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梦想不断实
现，这一切根本得益于中国梦的追逐，得
益于党带领人民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

中， 创造了发展传奇， 使国家的经济实
力、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有了根本的提
升。 因此，我更坚信复兴路，在共圆中国
梦的进程中， 不断圆自己幸福养老的梦
想，做一个有福气的开心老人！

中国梦圆了我住房梦
文 周颂鲁（淞二居民区）

爱我中华，我有自己的方式。 退休后我在镇民间记者
社当志愿者，接触了新泾的历史文化。 那些民俗、风土人
情、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魂牵梦绕。 我倾情
学习，从那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有了感受就给
媒体写点文章……学习是爱，宣传也是爱。 我将“爱祖国”
与“爱新泾”融合在一起，拥有了“爱祖国，从爱新泾做起
的”的广阔平台。

致敬《新泾镇史图》
《新泾镇史图》 是我学习新泾历史文化的第一位老

师。 这幅由张凤歧、胡敏豪、王小龙等本地专家共同创作
的 160 米绘画长卷，给了我多方面的滋养。 中国人有尊师
重教的传统，开宗明义向《新泾镇史图》致敬理所当然。

历史文化是传统的精神原乡，《新泾镇史图》 就是这
样一幅来自原乡的风俗画卷，这部作品用丰富的社会、经
济、民俗等各种信息，构成了新泾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
长卷有两处点睛之笔。 卷首回望历史，两千多年前的春秋
时期，吴王寿梦曾东临此地狩猎，展示了新泾厚重的历史
底蕴。 卷尾高瞻远瞩，作者将改革开放中落成的“临空经
济园区”、“虹桥交通枢纽”定格其中。 画面瑰丽，画风浪
漫， 热情歌颂了这片热土的凤凰涅 ……2017 年 10 月，
我在社区报上发表了《新泾镇史图赏析》一文，从城市公
共艺术的角度向读者介绍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这
是“爱新泾”的实践，也是向老师的汇报和致敬。

民间记者笔下的新泾美
在新泾镇民间记者社里，姚丽萍、杨松涛是我的民俗

老师，两位的作品各有千秋。 姚老师善用细节表现传统。
2011 年到 2012 年，她在社区报发表了《年前的腊月里》等
近 10 篇作品，展示了新泾传统节庆文化的魅力。 咸肉、蛋
饺、熏鱼、鳗鲞、粽子、汤圆……在姚老师的笔下，新泾的
传统美食催人涎下，蕴涵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乡愁是一
种美丽的惆怅，一旦化解又能产生爽的感觉。 我想，漂泊
异乡的新泾人读了姚老师的文章， 想必会顿生这样的情
结。 杨老师的代表作 《畅想故乡情》 在社区报上连载了 4
期，作品讲述了新泾近 70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史。 在他的笔
下，家乡的风土人情和精神文明建设水乳交融，既是现实
的存在，也是穿越岁月的珠联璧合。 多年来，我的案头经常
摆着两位老师的作品，深感沐浴在新泾的传统文化中受益
非浅。 2014至 2015的两年中，我给社区报写了《朴实的感
激，美丽的乡恋》、《大潮拾贝，情满新泾》两篇文学评论，点

赞了两位老师的

成绩， 也向广大

读者介绍了新泾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能为宣传新
泾做点事，很开心。

海派撕纸天地宽
2015 年，我先后在社区报和长宁时报上发表了《华兴

富的生活秀》一文。 2016 年 9 月，在镇党建办的安排下，我
又与解放日报旗下“上观新闻”的记者舒抒合作，在“都市
匠人”的栏目中发表了《撕纸痴人，撕出艺术之美》的文章，
为传承新泾的非遗奉献了自己的一份挚爱。 我能写出这
些文章，得益于身边的“近水楼台”。 很幸运，我与海派撕
纸传承人华兴富同庚，又同住一个小区。 2014 年，两次去
华家小坐。 从采访中，我发现了华老师身怀的两种绝技。
一是善于总结，二是潜心钻研。 撕纸看似变化多端，其实
万变不离其宗。 在创作实践中，华老师将撕纸的技法梳理
成一想、二撕、三折、四挖、五摘、六扯、七裂、八修这 8 个步
骤，这些深入浅出的总结有力地推动了撕纸艺术的普及。
创作十二生肖前，华老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找图片、
看视频、跑遍了上海动物园。 牛的善良拘谨、虎的孤傲清
高、猴的机智乖巧、兔的天真活泼……早已成竹在胸。 生
肖中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并非现实动物。怎么办？华老
师又收集了各种龙的故事和图谱潜心研究，并终于找到了
那种热忱崇高的感觉。

喜欢上了“西郊农民画”
十多年前，我送小外孙上幼儿园，在幼儿园外墙上见

识了大名鼎鼎的“西郊农民画”。 构图精湛、乡情浓郁，从
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这个新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习
“西郊农民画”当然不能坐而论道，要“起来行”。 我已年逾
七旬，但不管年纪多大，学习永远不晚。 我将这种学习定
位为“研习”，以学为主，在学习的基础上做一点研究，再写
几篇有关的文章。 2017 年是我研习“西郊农民画”的第一
年，除了赏析尽可能多的农民画作品，每周五还要去图书
馆补习绘画基础知识。 前期的准备工作漫长而艰辛，但也
不乏“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喜。 2018 年 5 月，我正苦于不
了解早期“传统农民画”的题材。 某日去中泾采访，途中偶
遇两位老奶奶在闲聊，说的正是解放初期从“手绘年画”中
看到的“白蛇传”、“西厢记”和“三英战吕布”。我如获至宝，
干脆席地而坐与老人们攀谈了起来……

今年正值共和国 70 周年华诞，我开始了有关“西郊农
民画”几个专题的写作。 打算每年写一篇，为传播新泾的
非遗文化再出一把力……这是一片我从未飞越过的天空，
虽有难度，但很有信心。 每当打开电脑写作时，常会在网
上点一首殷秀梅演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 只要音乐响
起，灵感就来了。 我像融入了歌中的那群白鸽，飞过崇山
峻岭， 衔来一片橄榄叶，
在“爱祖国、爱新泾”的蓝
天白云间尽情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