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听老陈讲故事去。”在嘉定区

马陆镇包桥村，每周听老陈讲故事，已

经成为当地村民特有的“固定节目”。

老陈是谁？

老陈就是陈宽宏，一位土生土

长的嘉定农家子弟。

冬日午后的暖阳下，75岁的陈

宽宏站在家门口，笑咪咪地看着屋

檐下两只出生仅一周的小狗，它们

在狗窝里互相依偎着睡得香甜。他

面前的菜园，大棵大棵的青菜、一根

根的大蒜，长势不错。再往前，是一

片他亲手种下的修竹。岁月静好。

58 年前，17 岁的陈宽宏就是

从这里———他的家乡马陆镇包桥

村，走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办

公厅的一名速记员。

1964 年，就读于嘉定一中的陈

宽宏 17 岁，参加完高考还没放榜

的时候，遇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两

位干部到嘉定来招选工作人员，经

过学校领导的推荐、相关工作人员

的现场面试，从小成绩优秀，语文成

绩更是突出的陈宽宏，在 17 岁那

年的夏天，被选到北京学习速记，成

为在中南海工作的一名速记员。

“当时，我和同校的一名女生，还

有松江二中的两位同学一起乘火车

去的北京，当看到‘北京站’三个字

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一个农

家子弟，就此跨入中南海高高的红

墙，度过了此生难忘的10年。

八位同学最终选出两位

在陈宽宏的书架上，放置着不同

年代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翻开

厚厚的相册，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

无声细数着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浪花。

“当年我学的，正是这本《汪怡

速记》。”陈宽宏拿出一本封面已经

泛黄的速记书。《汪怡速记》一共有

300多个字音符和上千个缩写词符

号，在会议期间便于快速记录，会议

结束后还要及时翻译成汉字，这要

求速记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耐

力。经过艰苦的训练，陈宽宏的速记

速度达到了每分钟 200 字。“当时

全国共选拔了八位同学来到中南海

学习速记，我和同校的女生成为被

最终录用的两位。”

在中南海工作的几年里，陈宽宏

曾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

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

全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曾多

次记录毛主席的讲话，而周总理是我

速记工作中记录得最多的领导。”

陈宽宏的第一次速记“实战”，

就是记录周总理的讲话，“可是当时

由于紧张，手直打哆嗦，脑子也不大

听使唤，第一次实战宣告失败。幸亏

有带教老师在。”

陈宽宏回忆，周总理每天工作时

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很多会议都是

深夜零点才开，结束时已经凌晨三四

点。“有一次，周总理开完会已是第二

天早上七点半，走出大会堂上车时，

总理累得腿都抬不起来。”

他在中南海工作了整整 10年，

记录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大量的讲话，亲历党的九

大、十二大两次党的代表大会。1980

年以后他又重返中南海工作，记录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陈云、胡耀邦

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大量讲话。

10年红墙工作的点点滴滴，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传身教，

“他们的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高尚

品德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陈宽宏说

这是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

1983 年，陈宽宏调回上海市政

府办公厅秘书处任职；1997 年，进

入华源集团，任办公室主任和纪委

常务副书记，2007 年退休。

退休后创立“红色故事汇”

人是退休了，可是心却依然被

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激荡着。

陈宽宏决定用手中的笔记录下

自己在中南海的经历，和乡亲们一

起分享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慢慢回

忆、记录文字、收集文献，梳理脉络、

查证历史……每一个细节，陈宽宏

都反复回忆，反复查证。

2011年他撰写的《走进中南海》

文章，陆续在《马陆报》上发表，受到

了读者的欢迎。时任包桥村的党总支

书记樊冀萍看到这些文章后，便与他

商量开办一个“老陈故事汇”，把老陈

在中南海的经历与村民分享。

陈宽宏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原

则：“不讲假话，不讲空话，不讲口

号”。为此，他每天修改材料、练习讲

述、补充细节，常常自己对着镜子练

习怎样讲述。

经过长达 3 年多的精心准备，

2014 年 4 月 14 日首场“老陈故事

汇”在村图书馆正式开讲。当时陈宽

宏住在普陀区，为了给村民讲故事，

每次他都要骑一个半小时的电瓶车

过去。近一小时的故事，村民们听得

津津有味，反响热烈。

就这样，“老陈故事汇”渐渐传开

了。如今，“老陈故事汇”共在包桥村、

嘉定区中小学等多个地方开讲。陈宽

宏先后撰写红色故事 40余个章节，

共计10万多文字，开设讲座200余

场。

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

师团成员，陈宽宏每个月都会到

1~2所中小学校开讲，并定期带领

包桥小学学生瞻仰烈士墓，给孩子

们讲述伟人和烈士的故事，勉励孩

子们继承红色传统，从小树立远大

理想。

在陈宽宏所讲的故事中，要数与

毛主席同游长江的故事，最受欢迎。

“那是 1966 年，毛主席又一次

巡视南方，每天看的材料需要专人

运送，当时我在中办机要室工作，也

参与了这项工作。有一次送完材料

的第二天，恰好赶上武汉举行第十

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看完比赛，

毛主席跃入长江开始游泳，我也跟

着下去游了。毛主席一边游一边跟

周围的人交谈。他不认识刚刚参加

工作的我，就问了一句‘你是哪儿

的？’”陈宽宏说自己此时紧张得说

不出话，还是旁边的人代他回答的，

“他是机要室的，来送材料的。”

“主席又问，‘你姓什么？’这次

我鼓足勇气回答，‘我姓陈’。毛主席

又说，‘看样子你有20了吧？’我回

答‘19 了。’毛主席笑着说了一句

‘了不起’。这是唯一的一次，毛主席

与我的对话。” (下转第 3版)

社区版
周刊
本期 16版
第 F-703期

2022年1月5日~11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0062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上海新民社区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总第 7026期

中年人的爱情温暖这个冬天
方泰幼儿园自 1991 年独

立建编以来，风雨兼程三十
载。历时一年，方幼面向教工、
幼儿、家长等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建园 30周年主题系列庆祝
活动。

方泰幼儿园 建园 30 周年庆 苏州美食的“正确打开方式”
【本
期
导
读
】

陈宽宏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速记员，在“中南海”红墙内工作生活十年之久，记录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量的讲话。退休后他创办“老陈故事汇”，为村民开讲红色故事，先后撰写红色
故事 40 余个章节，共计 10 万多文字，开设讲座 200 余场，用实际行动诠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红色信念。

◆记者 傅佩文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速记员时的陈宽宏

“

■陈宽宏珍藏的《汪怡速记》

■陈宽宏讲述红色故事 ■陈宽宏全家福

最近大火的电影《爱情神话》身
上有许多“点”让人们津津乐道———
沪语对白、老洋房、老克勒、时髦的上
海人，乃至天钥桥路上的蝴蝶酥。但
其中最容易引发共情的，是始终贯穿
于全片的主题：中年人的爱情。第 02版

本书是《寻找美食家》的续篇，是
一本美食文化小品集，全书共 70篇
文章，介绍以吴江地区为主的美味佳
肴，以“厨房秘辛”“吴越美食”“难忘
乡愁”“饮馔随笔”四个部分组成，将
吴江美食较全面地细述。第 16版第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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