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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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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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线上写忠诚 不忘初心尽职责

不改初心 与祖国一起前进
□记者 陈毓磊

在南洋新都里有一位党员，乐于助
人、乐于奉献，退休不退责，发挥余热；平
时社区里有居民遇到事，总想着去找她
帮忙。她就是陆焱珍。

童年：最开心是去新泾电影院
1949年，陆焱珍出生于一个普通

工人家庭。父亲是棉纺厂的劳动模范，
一家人住在古北路上的天山新村里。回
忆起在天山度过的童年时光，陆焱珍一
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当时我们小区
几百户里就一个水龙头。”陆焱珍和妹
妹要在父母下班回来前挑水、做饭，因
此自小就培养了生活自理能力。
“当时我们住在天山，算是市区，

而新泾就是个农村。”陆焱珍说，小时
候她经常和兄弟姐妹一起，从市区到农
村来挑马兰头、挑野菜。陆焱珍童年时
代最开心的事情就可以到新泾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当时天山一条街还没有建
成，如果想看电影，就要跑到新泾电影
院。“有时候是父母带着去，有时候是
和小伙伴们结伴，一起从家里走到新泾
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情。”陆焱珍笑着说道。
陆焱珍小学在古北路第一小学就

读，毕业后进入天山中学，“当年天山
中学还在娄山关路上，后来才搬至天中
路。”而天山中学的三年，对于陆焱珍
的成长经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陆焱珍
告诉记者，以前的天山中学校园里还有
农场，学生们除了上学，还要去农作劳
动。另外，学校里还有文艺队，有跳舞兴
趣班，也使陆焱珍个人进步不少。

青年：不畏艰苦奉献教育事业
陆焱珍从小就对老师很崇拜，“因

为老师懂得多，教我们知识，所以我就
想当老师。”天山中学毕业后，许多同
学都去上山下乡，而陆焱珍坚持要报考
师范学校。最终，成绩优异的她被保送
进师范学校。
1969年由于政策变化，陆焱珍被

分到了金山的一所农村中学。当时的农
村学校条件很艰苦，陆焱珍记得农村的
学校并不能坐公交直达，从公交车上下
来，还得走个半天。“如果遇到下雨天，
一下车就满身都是水。”
教书环境虽苦，但她不改自己的初

衷和梦想，勤奋工作、经常开设公开课
锻炼自己。加上来自福建的校长注重教
学，对学校教师严格要求，陆焱珍坚持
每天晚上备课。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十
几年来，她先后担任过校领导、支部书
记、幼儿园园长等职务。

老年：退休后发挥余热助他人
2003年，陆焱珍在南洋新都定居，

70岁仍然不忘初心，以满腔热情做好支
部书记工作，“我生在长宁、长在长宁，
退休后又回到长宁，可以说对长宁是很

有感情的。”
退休在社区，身为党员陆焱珍也没

有闲着，刚入住小区，她就担任了小区
党小组组长；目前是南洋新都第一党支
部书记。陆焱珍表示，组织上派的任务，
就都要尽力做好。她积极带领自己支部
的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看望社区独居老
人。最近小区如火如荼开展的垃圾分类
工作，支部就有 30名党员配合参与志
愿者工作。

为人和善的陆焱珍还在自己家里
弄了个睦邻点，经常组织社区里其他居
民开展活动。每次活动前，陆焱珍都会提
前策划安排，比如有健康养生类知识分
享，有居民们自己动手做点心，还有外出
参观陶冶情操，“我觉得，每一个活动要
有一‘得’，参加活动总要有一点收获，
不能就是单纯的吃吃喝喝。”作为小区
里的“热心肠”，大家遇到事情都会来
咨询陆焱珍，耐心为人答疑解惑。

陆焱珍在家里举办睦邻点活动

陆焱珍

□记者 陈毓磊

“条件真的太差了，但是青藏线的
当兵生涯，对我人生的意义是很重大
的！”虹康居民区的万正明回忆起自己
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 70 年，说到自己
早年在青藏线上当汽车兵的经历，依然
难掩激动之情。

受雷锋影响 青藏线上写忠诚
上世纪 60 年代，毛主席发出“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的故
事给年少的万正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向往自己也能当一名汽车兵报效祖国。
于是万正明报名参军，成了青藏线上的
一名汽车兵，“我想开着汽车在路上兜
兜，肯定很舒服。”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

充满艰难、充满挑战的青藏线上，高原
反应首先给这个上海来的年轻人一个
“下马威”。万正明刚刚抵达青海，就出
现了流鼻血、头痛的高原反应。“高原上

也没有什么吃的，基本上就是馒头配稀
饭，有时候米饭烧出来都是夹生的。”
万正明出任务，从青海到西藏，一

个来回要花上半个月时间。“那个时候
马路甚至不能叫路，全是石子路，汽车
突突突地开过，屁股都坐得疼。”加上
高原地区气候环境恶劣，一旦天气冷，
汽车发动不了，就得浇热水想办法。如
果遇到大风天，风沙将汽车上的油漆都
吹掉。“冬天干活，手掌心要是不小心

沾在了汽车铁皮上，皮都会被撕下来，
条件真的太差了。”万正明回忆说。
六年如一日的与高寒缺氧抗争、与

风霜雪雨搏斗，万正明发扬了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的精神。“青藏线的当兵生
涯，对我个人的锻炼是很大的，现在做
任何工作对我来说再苦再累都算不了
什么，我已经在青藏线锻炼出来了。”

退役回上海 感觉是两个世界
1976 年，万正明结束服役，“从青

藏线回到上海，那简直就是两个世
界！”之后，他被市机关局安排进了下
属的汽车服务站，一个专门接待外宾、
国家元首的单位。到了 1984 年，单位
从市机关局脱离出来，政企分开成立了
锦江集团，在友谊汽车服务公司，他又
开始做行政管理工作。
上世纪 90年代初，迎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上海的百货商场开始复苏。
当时上海购物中心的投资主体多以香
港企业和海外华商为主。1992年，上海

为了在商业进一步拓展、引进一些国外
知名品牌，万正明所在的锦江集团与香
港迪生集团合资，在长乐路茂名南路开
了一家专卖高档奢侈品的商场———锦
江迪生商厦，斜对面就是锦江饭店。
锦江迪生商厦主要经营欧美国家

的高级钟表、珠宝首饰、时尚包袋、时装
等高档商品，可以说是上海首家采取完
全店中店模式的港式奢侈品购物中心。
当时上海主营奢侈品的高档商场只有
锦江迪生商厦和香港九龙仓集团关联
企业美美百货这两家。“当时锦江迪生
的生意很好的，我们有一群固定的生活
富裕的顾客，其中还有一批江浙两省专
门开着私家车来购物的客人。可以说生
意兴隆、宾客云集！”万正明告诉记者。
由于锦江迪生商厦经营规模比较

小，合资期届满加上淮海路商圈、南京
路商圈的购物中心崛起，在时代的浪潮
中，锦江迪生商厦“急流勇退”了。商场
原址变成了锦江旅游中心，万正明也就
与锦江迪生商厦一起光荣退休。

进入业委会 为社区尽一份力
2000 年，万正明搬进了新泾镇的

虹康花苑二期，一直以来积极参与社区
事务。2013 年退休在家的他遇到小区
业委会改选，广大业主推荐万正明，居
民区党总支部书记和居委主任也希望
他能加入业委会工作，“我是个党员，
而且我也退休了，为小区做点事也是应
该的。” 2013 年 5 月，经过全体业主
的民主投票选举，小区业委会成立了，
万正明担任了业委会主任。
初入业委会，万正明就是个门外汉，

小区事务都不懂，他勤学习、多跑动，在
万正明和全体业委会成员的尽心尽力、
齐心努力下，小区的面貌有了明显提
升。前不久小区还荣获了 2017-2018
年度“上海市文明小区”。业委会也
在 2017 年被评为新泾镇四星级业委
会。万正明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
员的责任尽到底，继续为小区建设
作贡献！”

万正明

文 杨松涛（曙光居委）

“新泾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清
晨，一声淳浓稳实的乡士土音从乡村的有线
广播中传出，在广阔的田野上空回荡，唤醒
了农家烟囱上方徐徐升腾的缕缕炊烟；追赶
着三三两两泥泞小道上疾步去街市的赶路

人； 笼罩上田间三五成群出早工的耕耘者，
伴着那开笼放鸡鸭去草垛旁寻觅食物的吆

喝声……乡村在河道、 溪流水雾的弥漫中，
空 的景色忽而点缀成莲花盛开的花瓣，忽
而又凝化成双龙戏珠、七星北斗，与西邻虹
桥机场通连，似如来手中的佛珠，上连天宇
下接地气化作阵阵紫气祥云，清晰地构筑出
一幅江南水乡的“清明上河图”。

1949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土改后
的新泾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田聚
集起来，组织成以自然村落为生产小队的农
业生产合作社，积极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
设。 1957 年 12 月 22 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曙
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总理的淳淳教导为
新泾发展打开了一扇窗。乡里人抓住契机与
时俱进，在蔬菜种植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基础上敢为人先，以新泾机械厂农机产
品“泥浆泵”为龙头，抛光厂、铰链厂 、丝织
厂、钢锉厂、柠檬酸厂、电镀厂、喷漆厂、机械
化养鸡场和建筑修建队等乡镇企业，如雨后
春笋分布全乡。 布谷鸟啼鸣传来春天的呼
唤，新泾人依托虹桥开发有序推进城镇化建
设，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驰骋在改革开放
的天地间，栉风沐雨地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耕细作中走出来。望春花第一个股份制有
限公司成立上市，新泾人“摸着石头过河”，
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临空经
济园区高科技、 总部型的国际都市工业，全
力开拓物流、现代商务、服务业和中高档商
品房的第三产业，创业孵化基地、绿谷金融
中心、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实力显著增
强，新泾镇逐渐成为长宁西大门的一颗璀璨
明珠，走向宜居、安居、乐居的绿色社区。

70 年弹指一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新泾镇在祖国母亲怀抱里茁壮成长，跟着春
天的步伐，社会主义建设自力更生、勇闯险
滩，辛勤耕耘菜篮子工程；改革开放敢立潮
头，奋辑者先不断绘画蓝图伟业。 鳞次栉比
间，炊烟缭绕的零散村落消亡了，取而代之
的是鸟语花香的宜居社区；水渠小桥河流消
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车水马龙的交通网络，
琼楼玉宇流光溢彩、河岸垂柳、波光粼粼、亲
水平台，暮色下新泾港景观灯光似一条彩虹
飞架南北，与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的灯光相辉
映， 玉连珠串
遥相呼应美轮

美奂。 周浦撷阳百米长卷展示新泾人文俗
风、历史沧桑；阳光操场、虹康休闲广场、健
身步道里太极、球操、十八法，男红女绿轻歌
曼舞；居住小区道路平坦整洁，曲径优雅桂
花飘香；亭台长廊疏朗有致；健身房倩影舞
动，假山旁溪水池鱼儿悠游、花丛中蝶儿飞
翔，生活如画，岁月如歌，新时代的“清明上
河图”让梦在希望的田野上驰骋、情在为民
服务中升华。 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一步一个
脚印走近基层、走进左邻右舍，倾听百姓呼
声，启动“穿衣戴帽换胆”为主要内容的综合
改造工程，提升“田野文化”品牌内涵，创作
田野系列活动。社团互学、党群互动、邻里互
助、居民互惠。 上长青学苑、邻里课堂、大众
论坛叙社区民事；听灵芝泉、紫藤心语、闻乡
韵飘香解百姓疾苦。 “家园自治”似一股股清
泉融汇进百姓心田， 铸就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水清岸绿
百争流、春意盎然的魅力社区。

回眸 70 年历程，情在 11.89 平方公里间
化合， 梦在 14.9 万人心中追逐，120 个居住
小区，33 个居委会，红黄绿白青蓝紫，七彩缤
纷，一把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折扇，“净雅灵淑
韵不凡，深山涧，风姿更翩翩”；一扎书签“无
言无语唤风中，千古高风有谁同”；一曲《廉
洁之歌》让人于静心养性中焕然觉醒。 和谐
社区在春天里芬芳绽放，《初心说》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正能量。 革命烈士、新泾好
女婿周锡通，1974 年 1 月 19 日在西沙海战，
面对武器装备、 军事技术比我强的来犯者，
率领全船官兵用快艇跟敌军舰刺刀见红，一
腔热血书写爱国、爱人民的军人情怀。 徐莉
佳，一个听力只有普通人一半、左眼视力模
糊不全的小女孩，以顽强的毅力面对大海的
挑战，持续超负荷地刻苦训练，淬炼出生命
中最可贵的一颗心，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
高、更快、更强的 80 后追梦人。 党员徐存鼎
家有个小院涉及违建，当初喜欢养花种草的
他因为小院， 买房时多付给了上家 6 万元，
还专门为楼上住户加固了防盗窗。 拆违整
治， 心里尽管有多少怨屈和百般的难以割
舍，他身先士卒，主动清理了小院里的全部
花卉草木， 体现了一位党员模范先锋本色。
垃圾分类，居委干部、党员骨干、楼组长、居
民代表、广大志愿者，家家参与、人人动手，
引领社区自觉进行源头分类……

不断涌现的劳模英雄、道德之星、十佳
好人、十佳志愿者，是社区党建工作上的“参
谋”， 是老少结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指导
员”，是幸福养老在新泾老年工作的“养老顾
问”。春天的故事闪烁时代光芒，星星点缀出
新泾绚丽多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新
泾在春的呼唤中勃发、在改革创新中绽

放、在圆梦路上辉煌。

春天的故事

文 孙为民（新泾北苑）

上世纪 70 年代末， 有一部体现农村现实
生活场景的轻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曾受到
那个年代广大影迷们的热捧。由于有名导演谢
添、当红女明星李秀明、以及令人捧腹的笑场
设置，这些元素的迭加，为该部电影增色不少，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

淑珍老师演唱的该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
阳光》一时传唱于大江南北，甚至还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经典音乐教材！直到
现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朋友们都能熟练
并一字不差地唱完这首歌！可见这首歌在那个
年代的火爆程度，一时被传为美谈。

而我要说的是新泾镇———美丽富饶的家

乡！ 我们这一代的人，同样如歌里唱的一样，
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笔者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那时的新泾镇还叫上海县新泾公社，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改称上海县新泾乡。 上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由于重新编制了
区域，有了新的城乡规划，我们这一代不满 20
岁的年轻农家子弟被称谓 “农民征地工”，统
一分配到了北翟路屈家桥 66 号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第十仓库 ，简
称“上粮十库”。 当时我 18 岁，刚从市粮食专
科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到了仓库储运
一股做粮食湿度检测员。 同时进来的还有张
泾生产队的钱燕红，被分配到了食堂；郁家宅
的顾海弟、高浩亮被分配到了机修股；汤更浪
的庄建福被分配到了加工股； 北顾的何小英
被分配到了电瓶车间……应该说， 作为上世
纪 70 年代后出生的农家子弟相较于手握惯了
锄头的老一代农人来说， 真可谓 “鲤鱼跳龙
门，喜从天降”！ 我们格外看重这份国家分配
给自己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班的机会，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工作在各个岗位
上。 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
更感谢祖国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英明政策，使上海的旧貌改天换日，成就了
新颜！

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的家乡又变换了名
称：由上海县新泾乡改称为长宁区新泾镇，大
片的农田、河塘、菜地、荒野被整治、盘活、开
发。 高档居民社区、花园别墅、休闲绿地公园、
景观河道、时尚购物中心、地铁 2 号线、未来
气息十足的科技创业中心凌空 SOHO 神奇地
从地平线上拔地而起！ 我的家乡———新泾镇

成为长宁区西域的科创、时尚生活热土。 日新
月异这个词汇用在新泾镇上，恐怕
是再贴切不过了吧。

我的生活也与

家乡的发展紧密相联，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所
在的单位上粮十库因为国家粮食收购体制的

深化改革， 开始向奉贤地区新建粮库整体搬
迁，在此期间，我选择了买断工龄、自主创业，
尽管我们怀着万般不舍， 但依旧踏踏实实地
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好手中即将结束的工作。
在临近粮库封门闭锁的日子里， 我和当年一
起来到上粮十库报到的数十位新泾子弟，沿
着昔日走过的工作线路：储备库、水塔、食堂、
职工浴室、机修车间、配电房、器材仓库、加工
厂、粮食装卸码头、办公楼、保育园……向它
们作最后的告别！ 看着这些曾经流淌着我们
工作汗水的地方，大家不由得哽咽，泪水在眼
眶中打转。整整 10 年，我们把青春和汗水奉献
给了心爱的单位———屈家桥 66 号上粮十库。
数年以后 ， 这里建设起一座崭新的居民小
区———通协小区。 当然，这是后话。

离开了上粮十库，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及
家庭状况不同， 我们这些新泾子弟个人的生
活境遇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变化。 我自学了财
会大专， 考取了建筑工程专业的本科学历证
书。 从 2000 年到现在，在民营、外企等不同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生活， 我的薪资水准与
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生活质量也“水
涨船高”。我在这里娶妻生子，漂亮的女儿也出
息争气，在一所市重点高中读书学习。 甜蜜的
生活滋润着，我们得益于祖国的繁荣富强。 生
活在上海，特别是新泾镇的我们，更是日益感
受到这片热土奋发有为、生机勃勃、蓄势更上
一层楼的壮志豪情。 我要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今年“五一”劳动节，我和昔日同事通过
微信联系后相约聚餐。 大家欢聚一堂，抚掌大
笑。当年 12 个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如今珠圆
玉润，面带富态，拖家带口，好不热闹！ 预订的
四桌大圆台面竟然不够落座， 大家只好挤挤
挨挨，临时添座加椅，看着总召集人小顾尴尬
地连声致歉， 我们不由得哄堂大笑， 插科打
趣。当年的 12 个小兄弟姐妹，如今都已成家立
业。我们的下一代，有的上了 211 大学，有的自
主创业成了小老板， 有的在公安政法战线上
建功立业，有的在科技企业独挡一面。 看着他
们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青春笑脸，我们这些
中年大叔、大妈们不由得羡慕、感慨！

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时代， 伟大的祖国即
将迎来 70 华诞。 我们的上海，我们的长宁，我
们的新泾镇不正沐浴在祖国走向富强繁荣、
中华民族即将复兴的春风之中吗？ 我们格外
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我们更坚信，在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地领导下， 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

导下，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更加芝麻
开花节节高，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