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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溪记忆

1

凤溪，位于青浦区华新镇南部，在其核心区域，一条名为凤溪塘的小河
蜿蜒流淌，凤溪社区因此而得名。

    年，随着上海新一轮“城中村”改造窗口的打开，在青浦区、华新镇
两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引入，作为项目合作
方，促成凤溪“城中村”改造项目实质性启动。这一改造项目总投资额约
   .4亿元，改造范围约    亩，也是现今上海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
目。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加持下，凤溪
再度跟随时代的节拍，成为令人瞩目的发展热土。

新旧更替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李一能 屠瑜 杨欢 文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往事
承载厚重记忆

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武帝

萧衍笃信佛教，南方各地开始大兴寺

院。在当时的吴郡华亭县，一所名为观

音堂的寺庙日渐兴盛，逐渐成为江南

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有着“建于

南朝，盛于五代”的历史评价。因为香火

兴旺，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庙会，为周边

区域带来大量人气与发展机遇，凤溪镇

的雏形——观音塘镇就此成型。

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昔有

杜妪供大士像，香火渐盛，故名”。抗日

战争时期，凤溪顾氏家族子弟顾复生在

此创立了青东抗日队伍，在中共领导下

与日寇展开激战，最终迎来胜利，光复家

乡。战火中，古刹观音堂毁于一旦，如

今的寺院于2009年完成重建，并改名

观音寺。

此轮改造规划中，还有被称为“凤

溪南京路”的凤中路老街，它曾凝聚了

凤溪几乎所有的市井精华。参与修撰镇

志的凤溪居民查先惕告诉记者，老街很

早以前就非常热闹，每年举行庙会，除了

逛街购物吃喝玩乐，还能见到一种凤溪

特色木偶戏，当时非常流行，可惜现在

已经失传。

退休教师孙永涛是凤溪嵩山村人，

在他的记忆中，儿时最美好回忆也多和

老街有关。“有米厂、馄饨铺、茶馆店，现

在都已经看不到了。”孙永涛表示，他正

在和青浦清河湾中学校长朱国君一起

设法“复刻”凤溪老街，通过老照片和其

他资料，用陶艺的方式还原老街古朴风

貌，以及庙会的盛况。“想要制作一幅凤

溪的清明上河图，难度很大，但我们会努

力实现。”

高光时刻

青浦人的印象中，凤溪有三大特产：

箱包、驾校和治疗蛇伤，其中以箱包产业

为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凤溪的箱包、运

动用品等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当时青浦

县引入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最早最快

的乡镇，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县内第一

梯队，一度成为上海一等一的经济强镇、

富镇，原凤溪镇迎来了高光时刻。原凤

溪镇1990年荣获“中国乡镇之星”称号，

1995年又荣获第三届“中国乡镇之星”

的殊荣。

1984年，上海ACE箱包有限公司

在凤溪开业，这也是当地首家中外合资

企业。当时的总经理名叫朱国权，今年

已经73岁，他告诉记者，在接到任命

时，他连箱包厂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但既然接受了，就要对得起家乡百姓的

信任。在朱国权的经营下，这家箱包厂

成为了响当当的明星企业，员工从几十

人发展到上千人，每年向镇里上缴不少

利润。箱包成为凤溪的一张名片，朱国

权也因此连续六届被评为上海市劳动

模范。

随着时代变迁，上海ACE箱包有限

公司转制后成为民营企业，并一直延续

至今，但箱包产业的黄金发展时期早已

过去。今年，朱国权与征收办签约同意

腾出厂区土地支持新城开发，这家延续

40年的传奇工厂就此落幕。

“就像当年国家一声令下，我就马上

赴任办厂一样，如今需要关厂，同样没有

二话。”朱国权说，凤溪人大多都是有情

怀的，苦心经营了40年的工厂固然难以

割舍，但为了让凤溪再度把握住时代机

遇，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凤溪的繁荣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与华新镇合并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

逐步转型迁移。作为一个撤制镇，凤

溪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慢慢成为一

个镇区面貌陈旧、基础设施老化、人口

老龄化严重、发展速度缓慢的“城中

村”，20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变。

凤中路，被称为“凤溪南京路”。

行走在这条曾经繁华喧嚣的街道上，

能看到大部分商家、企业、居民已经搬

走。只有少数几家商铺仍在营

业，开着电喇叭吆喝着，店门口

挂着“拆迁大甩卖”的招牌，显

然这不是“商业技巧”。

从一条小巷转入凤溪塘

路，就来到了凤溪镇沿河而建

最古老的原点。随着城镇发

展，一代代居民将老宅不断扩

建改造，各种年代风格的建筑

混搭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

小镇街景。施工过程中，当陈

年加盖、翻新的痕迹被剥离，

一些雕梁画柱、青瓦门楣，甚

至是宗祠石碑也被陆续发现，

其中不少已得到了保护和保

留，日后将成为凤溪新城历史脉络的

见证。

在一座桥头上，一家名为桥头堡

的小饭店半拉着卷帘，这家海鲜饭店

是最受欢迎的本地小馆，主打经济实

惠，口味也是凤溪人最喜欢的清淡。

记者来到这里时，恰好赶上了一场“最

后的午餐”，老板光勇正在请几位邻居

吃饭，饭局结束也就意味着老店正式

关门歇业。

光勇说，他是“新凤溪人”，二十多

年前他从安徽来到这里，在这家老饭

店当厨师。从青年干到中年，也从伙

计变成老板，他就是“凤溪梦”的亲历

者。在这里开了这么多年的店，光勇

已经将凤溪视为第二故乡。

“谢谢父老乡亲看得起，支持我家

的小店，希望还有机会能给大家服

务。”光勇说，老街上的居民基本他都

认识，许多人也加了微信，说以后要继

续光顾。目前光勇正在寻找合适的店

址，他希望待新城建设完毕，崭新的

“桥头堡”依旧能够屹立不倒，让归来

的凤溪人还能找到老味道，延续舌尖

上的记忆。

难说再见

在老街一角，记者偶遇了一位正

在自拍的女士。她名叫陈彩萍，是第

一批签约的居民，回这里是为了和老

宅告别。“我在这里出生并生活了几十

年，所以来拍几张照片留个念想。”陈

女士告诉记者，她从小在沿河老街上

飞奔玩闹，在凤溪塘里摸鱼抓虾，在凤

中路上逛街购物，伴随观音寺的钟声

迎新祈福。老街的一砖一瓦她都熟

悉，每家每户的“八卦故事”她都知

道。如今暂别老街，纵使心中千般万

般不舍，但也要支持。未来会更加美

好，她对此深信不疑。

与陈彩萍一样，凤溪社区居民委

员会居民彭秀英也一直盼望着旧改的

“阳光”能照在自己身上。首轮签约

时，她第一时间签订了搬迁协议。“凤

溪老街道路狭窄，房屋年久失修，电线

私拉乱接，雨污管道更是常常堵塞。

一到下雨天，不仅屋内漏水，屋外行走

也是十分艰难。”

一间仅40平方米的老房子，彭秀

英居住了近四十年，这里见证了她一

双儿女的成长和成家，见证了跟左邻

右舍胜似亲情的感情。过往岁月历历

在目，彭秀英如数家珍：“1983年从内

蒙古回来以后，我带着儿女搬过来，当

时小孩读书，家里条件有限。房子住

的时间一长，漏得一塌糊涂，重新翻建

过两次。”“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平时

会帮别人织毛衣，这么多年织好的毛衣

都可以用卡车装了。”“居委会经常找我

帮忙，参加村民秀，当楼组长，志愿服务

能做一点是一点。我还结对了五位老

伙伴，有事没事经常去看看他们。”

搬家那天，彭秀英把打包好的行

李堆在货运车上，锁好门转身走出老

街。那一刻，她忍不住落泪。“情绪很

复杂。我不是留恋这个房子，而是留

恋过去四十年的记忆，留恋街坊邻里

的感情。心情也很激动，由衷地感谢

‘城中村’改造，不然这么破的房子实

在住不下去。”

故土难离，又盼它重获新生。凤

溪承载了老街居民的回忆与期待，更

寄托着他们的希望与未来。羊肠小

道、平房蜗居、环境脏乱、污水横流、通

行不便、隐患重重……这些曾经的窘

迫生活，将随着“城中村”改造一去不

复返。

   凤溪沿河的桥头堡饭店，老板光勇

（左二）和几位邻居举杯约定，待凤溪改造

完成后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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