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5 月 25 日，永安公司楼顶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第
一面红旗。5月 27 日，上海宣告解放。上海———这座曾经的冒
险家乐园、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经
过“银元大战”“米棉之战”⋯⋯上海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解放后的一年间完成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的艰巨任
务，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变得愈加强大与稳固。作为当时最受上
海市民欢迎的报纸之一，《新民晚报》前身《新民报》晚刊忠实记
录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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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回到人民手中
从 5月 25日至 28日，当时的《新

民报》晚刊均在头版刊登了有关上海解
放的消息，像在 5月 25日的头版文章

是《解放军布告安民》、26日为《虹口区
今解放》、27日为《军管会今成立》，其

中提到，上海军管会，已于今晨正式成
立，内设:金融，工商，财政，卫生，文教，

工务等十余组，各组人员，已陆续到达

金门饭店。

5月 28日的《新民报》晚刊在头版
刊登了《陈毅主持沪军管会》的文章，并

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如下：
“案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

令内开:‘上海市及其近郊国民党匪军

业已肃清，为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
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

在原大上海市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
制，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

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并任命

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等因。奉

此，本会遵令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宣告成
立。毅等亦于该日到职工作，奉行中国

共产党所制定之城市政策，遵照毛主席
朱总司令所颁布之约法八章，实施军事

管制。将此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主
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一九四九年五月二

十七日。”

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新民报》晚刊在 10月 2日当天发布了

新闻，在《市府大厦国旗上升》的文章中
介绍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军管会的升

旗仪式，今晨八时正，在汉口路市府大
门前举行，出席市府大厦内各局处大部

员工，暨大厦以外所属各单位代表共一
千一百余人，排成半圆形⋯⋯市府周围

的机关银行和上海电话公司的员工们，
都挤在窗口，街道上行人，三轮车工人，

小贩，都肃立道旁，参加了这个庄严肃
穆的升旗盛典。

打赢金融攻坚战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崭

新的人民币也进入了大上海。在 5月

28日的《新民报》晚刊头版上就有《人

民券第一批昨由京运抵沪》的文章。其
中有个细节是：上海市军管会布告规
定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

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伪金圆

券为非法货币，自即日起须以人民币
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为照顾人民之困

难，在六月五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
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

伪金圆券。

在 5月 29日的《新民报》晚刊上，

则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收兑

伪金元券办法。其中提到，收兑伪金元
券定于 5 月 30 日正式开始，上海的

200余家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及其所
属各分支机构代理收兑工作。
解放军攻占上海时，资本家中流传

着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 100分，

政治上 80分，经济上只能得 0分。”上
海解放还不到两周，市场混沌，人心惶

惶，投机分子乘势兴风作浪，银元“喧宾
夺主”，黑市价格飙涨，被视为“唯一合

法货币”的人民币反而成了若有若无的
配角。上海证券交易所摇身变作银元投

机的大本营，游弋在申城大街小巷的银
元贩子竟然有 8万人之多。

6月 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局
长李士英率领 200余名干警，身着便衣

分散进入证券大楼，把控所有通道，对
这个金融豪赌场所突击搜查。6月 11

日的《新民报》晚刊刊登了《人民政府对
银圆的大会战》的文章，其中提到，人民

政府做事是一点也不乱，而且一点也不
蛮干，甚至在作战之先他们就已计划好

了善后工作。你只要细细研究折实存款

办法、收兑金银办法，可以知道这一场
歼灭战的结果决不会冤枉了任何一个

存心向善的人。
当然，要凸现人民币在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安定民生中的重要地位，离

不开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不久，中国人
民银行开办折实储蓄，各地相继推行这

一特殊保值业务。到了 1950年 5月 18

日，《新民报》晚刊刊登了一篇《全国物

价普遍稳定 本币信用益形巩固》。这场

金融攻坚战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改善民生提高保障
1949年 7月 24日，在上海解放不

到 2个月的时期内，新中国第一所新型

学前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
（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前身）在上海诞生。

这一天的《新民报》晚刊对于这件事情
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其中也特别提到了

托儿所成立的意义。这就是因为上海解
放了，上海的妇女们也从双重的压迫下

解放了，她们要从家庭走进社会，学龄
前的幼小孩子们怎么办，交给什么人去

带领，托儿所在此情况下诞生了。而且
为照顾收入微薄的母亲，可以分作两次

缴纳，如果足以影响家庭生活时，还可
以酌量减收或免收。

在开幕典礼上，中国福利基金会儿

童剧团表演了《打莲湘》、《劳军花鼓》等

歌舞节目。宋庆龄将那份为国家、为民

族、为未来的大爱，凝聚成为一颗颗爱
的种子，播种在一个个幼小的心田。
在改善民生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恢复工商业的发展，保障工人的合

法权益。在 1949年 9月 12日的《新民
报》晚刊上刊登了一篇《劳方建议改变

方针 四大公司业务好转》的文章，其中
提到，著名的上海永安、新新、大新、先

施等各大百货公司解放以来，由于高贵

货品的销路减少，加上业务经营不善，

以致生意清淡入不敷出。职工们为改进
公司业务，在工会领导之下与资方分别

建立了劳资双方的业务会议，协助资方
改变业务方针和经营方法。

面对困难不断摸索
上海解放刚刚不过两个月，大街小

巷依旧涌动着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

然而一场空前的灾难却突然袭来。

1949年 7月 24日，“4906号”强台风
正面袭击浙江、上海，刚刚修复的海塘

经受不住 12级台风、特大暴雨和天文
大潮“三碰头”的袭击，仅高桥海塘决

口 20 多处，其中炮台浜决口宽达 30

多米，沿海地区一片汪洋。

猛烈的风雨没有打垮上海人民，8
月 15日的《新民报》晚刊刊登了一篇

《苏南农田获得保障 海塘工程大部完
成》的文章，介绍了救灾、修塘的情况。

从 1949年 10月起，随着一批批工
厂复工生产，蒋介石加紧了对上海的空

袭，尤其是对电力、造船等重要工厂及

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狂轰滥炸。1950

年 2月 6日，距上一次大轰炸仅十来

天，人们心中的阴影还没有消散，防空
警报又一次响起。当天中午，国民党台

湾当局共出动 B24、B25、P51、P38战斗
机 17架，又窜入上海市区上空，在北起

吴淞、南至卢家湾的沿江狭窄地带进行

狂轰滥炸，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发电厂
的三分之一设备被炸坏，自来水厂设施

也遭受严重破坏，市区大部分地区陷入
停电的困境。

陈毅市长第二天就到杨树浦电厂
视察并慰问群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发电量就开始出现大幅回升。
1950年 4月 23日，《新民报》晚刊

刊登了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情况，其中提到陈毅市长的“上海

市工作任务报告”。报告中对于造成当

时工商业停顿、工人失业、学生失学等
严重困难的根源，和新上海发展的趋

势，作了详尽的分析说明。特别指出困

难就是光明好转的前兆，在新上海建
设过程中，这些困难是不能避免的痛

苦的现象，但是暂时的，要能忍受，“经
过这些痛苦，对痛苦采取可能的挽救

步骤，一定可以渡过难关，转入恢复与
发展的途径”。

▲ 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

旗仪式，《新民报》晚刊在 1949

年 10月 2日发布了新闻

▲ 1949年 7月 24 日，《新民

报》晚刊报道新中国第一所新
型学前机构———中国福利基

金会托儿所在上海诞生

▲ 上海解放，崭新的人民币进入上海。

1949年 5月 28日《新民报》晚刊头版
报道《人民券第一批昨由京运抵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