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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 71年来，对于我们这个原

本农民的大家庭，最显著的改变，就是文化
知识的飞跃式提高，真正实现了学习改变

命运，知识成就未来。我家多次被评为浦东
新区和上海市“学习型示范家庭”，就是最

有力的例证。

1949年，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及他们的上辈，无一人上过学、读过书，无

一人识字的。
30年后的 1979年，我家人员的文化状

况如下：通过扫盲和后期教育，奶奶识了一
些字，爷爷有了初小文化水平；大伯、大姑

妈读了初中，小姑妈和我爸有了高中文化。

40年后的今天，大伯和大姑妈工作之

余读了成人大专，现已退休，月月领着退休

金。小姑妈也上了电大，读的是企业管理大
专，现在一家民营公司工作。我爸读的是全

日制大学本科，现在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担
任领导。

我们下一代，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了时髦
的白领阶层。我的四个堂哥，都是大学本科毕

业，一个在大众汽车公司从事研发工作，一个

在材料研究所工作，二个自己创业、开公司做
老板。我表哥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现在一家

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设计师。我从华东政法

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

从事宣教工作，现在一家上市公司负责投资
中心业务。我的两个表妹，一个在上海交通大

学、一个在上海财大本科在读。

新中国成立 71 年，教育事业迅猛发
展，不仅保证了我们年轻一代能够得到充

分的、良好的文化教育。夜大、电大的推广，
双休日的实行，也保证了上一代人能够有

时间、方便地接受提高教育，享受终生学习
的条件。因而，能使我们一大家庭已有 31

人接受了高等教育。

    1992年，我从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

所退休后，先是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邀请，
发挥余热工作六年，后投奔儿子，移民加拿

大十年。
我曾经接待三位香港大学生家访，看到

我老两口住了 125平方米宽敞住房，不无羡
慕地说，她们家住的是上下铺。闲聊中，透露

出毕业后希望有机会来上海工作的愿望。她

们说：“我们喜欢上海的书香气氛和人文环
境”。十多岁的大孩子，年轻、单纯，童心未

泯，还没有学会客套和世故，老伴递上的水
蜜桃、哈密瓜和紫葡萄，她们都一扫而光，毫

不拘束。所以，我相信，她们说的是真心话。

上海老市长徐匡迪说过，“在中国最辉煌

的时候跑开，会终身遗憾！”联想起不少访问
上海、北京的加拿大朋友，回国后无不赞不绝

口，于是，老伴和我一致决定，留在上海不走
了。虽然放弃加拿大枫叶卡，丧失了加拿大老
年金，但我每月都收到中、法两国政府退休

金，绰绰有余供过于求。人到晚年，比起金钱，

?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满足。

我原是一名乡镇小学徒，是新中国，让

我上了北京大学；是改革开放，使全家都出
国留学和工作。1981年，作为中科院核技术

考察团，我访问欧洲；次年，我老伴国家公

派赴美国进修两年；接着，我女儿、女婿、儿
子、媳妇都先后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里昂

工学院的博士和硕士学位。1986年，我再赴
巴黎，与法国开展长达十余年的交流合作，

在巴黎核技术大会上被推举为国际顾问团
成员，我的收入成倍增长。

昔因追梦奔远方，今为圆梦返故乡。归

根故乡三年多，我像一颗衰老的种子落入
沃土，老树发新枝，焕发出绚丽多彩的不老

人生。年届九旬的我，腰不弯，背不驼，思想
敏捷，步履轻快，连头发都保持天然乌黑。

不久前，赴老家平湖扫墓，在古刹报本寺，
当家主持广能法师，端详我片刻之后说：

“施主可以活到 103岁！”

    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

宝钢，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钢铁巨擘。它汇集了我

国钢铁战线上的骨干和精
英，也汇集了从领导到群众

每一个人的理想和才华，拓
宽了我们的人生航道。我在

宝钢度过了我的青壮年时

代，我把我的青春年代的理
想和情感都带到了这里，献给了宝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宝钢建设初期和
缓建阶段，现场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十分困难

的，当时我作为生产甲方代表，坚守在工地
的帐篷里上班，与冶建单位一起，春节期间

冒着严寒，在五十米高的高炉炉顶，处理、解
决可能会影响今后正常生产的重大质量问

题，受到当时任宝钢总指挥的冶金部副部长
马承德同志的接见和勉励。

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座世界级
的大高炉流出了铁水。作为高炉设备的负责

人，要保证几百台设备运转正常，我们作业
区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在炉前迎着沸腾的

铁水，我也迎来了我人生道路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岁月。投
产后，设备系统需要进行一次定修，这包括原料、焦化、烧

结、高炉和能源等系统，但当时宝钢是单高炉系统生产，
定修必须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按照国外的经验，定修

是由点检作业长负责指挥实施的。而我是宝钢高炉设备
第一任作业长，就被委以这一联合定修负责人的重任。这

么一个由千余人参加，几百个项目的大规模定修由一位

点检作业长任总指挥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只能成功，不
准失败，否则将造成宝钢全面停产，后果不堪设想。在精

细地准备后，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各方配合和协调，我
和我们工段的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在此岗

位上指挥实施了十八次高炉地区的定修作业，我五十岁
的生日也是在高炉检修中度过的。

当然宝钢生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八八年初，由
于种种原因，高炉炉顶设备小料钟发生异常磨损，炉顶压

力下降，炉况恶化，生铁产量直线下降，严重威胁当时由
单高炉组织生产的宝钢生产情况。经过复杂测算和鉴定，

我向领导建议：报废的小料钟经修复后可以重新使用。经

过日夜奋战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小钟修复重新使用，终于
成功了。我们的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但这在日本也是没

有先例的。那日凌晨，我从炉顶下来，一股喜悦的暖流，使
我忘却了料峭的春寒，我看到了旭日冉冉在东方升起。一

九八八年高炉产量超额完成，宝钢生产也顺利达到各项
指标。
现在宝钢已经雄立于世界钢铁之前列。我本人也得

到过各种嘉奖，还获评过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的个人
先进。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后来我又受冶金部的委派，

在何麟生厂长的领导下到津巴布韦当专家，成为新中国
第一批援外专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将宝钢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成功地移植到了国外，得到了各方的好评，为此
我还出席过津巴布韦的国宴。我将钢铁梦延伸到了国

外！

沧海桑田 小康垂成
———上海发展给市民带来的人生机遇和展示舞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抚今忆昔，上海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满，有许多切实

的体会乐意分享给所有读者。

为此，“夜光杯”特设“百家话小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栏目，举行大型

征文活动，收到大量来稿，业已连续刊

登了不少文章。 现在，我们根据来稿所

涉题材内容，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进行一定的分类、梳理，以专版

形式予以集中刊登。今天呈现的专题是

“百家话小康·上海发展给市民带

来的人生机遇和展示舞台”，

敬请关注。

    我在 1991年退休，我在退休前所

做的工作，都是被动的执行者。改革开

放了，可以自主创业。这是一个多么好

的时代和潜在难逢的机遇呀。
我是宁波人，平时爱吃家乡年糕

类食品，上海市场上年糕类食品很多
也很好，可是符合我从小吃惯的那种

口味很难买到。平时与同乡谈起时，
大家都有同感。我深思后认为，在沪

的宁波人很多，若能生产出适合宁波

人口味的食品，既可给同乡人享口
福，又能获利多好。
办企业赚钱要放在第二位，第一

位是树立企业的品牌，保证产品质

量，诚信经营。
树品牌，把牢产品质量关，首先

心怀道德良心，选购原料要好，生产
过程中，优良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搭

配发挥好。
搞食品生产，我一窍不通，困难

很多，凡事只要有兴趣决心搞了，办
法总是有的。我去宁波实地参观，学

习，聘请专长技师，于 1995年在原南
市区创办了小作坊。

家和万事兴，业主和员工也是和

睦相处，共同奋进，才能把企业办好

搞活。
小企业创办至今，已 25年了，现

有 16名员工，其中四对夫妻已连续

工作了 23年。四对夫妻员工始终认
真负责，积极工作。顾客们长期认可

欢迎，爱吃我们的产品，都是他们和
其他员工共同坚持努力的结果。由于

产品好，信誉好，我在 1999年把小作
坊?名为“上海糯勿糯食品有限公

司”，并向国家申办了注册商标，有关
媒体先后为我们宣扬报导多次。

在产量逐年提高，收益增加，业

主除增加员工工资外，对四对夫妻在
河南，安徽农村的孩子，寒暑假来沪

时，报销路费，陪他们游玩市区动物
园留影，回乡时送些衣物。

如此良性循环，业主收入多了，
首先进入了小康行列。如业主退休

前，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骑的还是
老“坦克”，现在先后购置了三辆客货

车。四对夫妻员工，由于他们各自勤
俭，加上业主常给他们奖金和补贴，

他们也都先后在自己农村的县城里
买好了新建住房，奔向小康生活中。

   小康生活不仅有物质的 ,?

有精神的。改革开放就给了我一生难

忘的机遇。这次机遇就发生在上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杨

浦区闸殷路 60弄 50号，有一座当年
属于华东电管局的干部学校。当时学

校是新创办的，1982年秋季我有幸成
为该校的首届进修生。

两年后，我们企业管理、党政干部

和物资管理三个专业四个班的 160名
学员，回到进校前各自的发电厂、供电

公司和电建企业，相继走上了专业管
理和企业中、高层领导的岗位。

这是一段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求
学经历。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华东区域电
力建设得到快速的发展，大容量高参

数的大机组、高电压大容量等级的大
电网，相继建设投产。与此同时，解放

后进入电力企业的老干部，亦进入了
退休期。为此，企业领导从中层到高

层，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而知识
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时代需求，亦对

企业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提出了新
的挑战。我们这批学员，经过组织推

荐、考试合格后，进入干校进修。
上海本来就是高校云集的地方，

师资力量雄厚。干校的基础课教师，是从各大名校

聘请而至；专业课老师，则是从当年电管局各处室
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里选调。这一切，都是干

校首任校长何介虹先生的一手精心操办。崭新的
教学楼，宽敞舒适的寝室，还有设备齐全的运动

场，使我们学员感到温馨如归。
紧张的学习，从每天的六堂课开始。毕竟都

是三十出头的年龄，少数学员已临近四十岁了。

学员原先的学历知识，需要加温，记忆力需要再
次唤醒，这似乎都成了我们学员面前的一只只拦

路虎。面对困难，怎么办？当然是搬掉它！我记得
每逢期终考试前，我就把高等数学的公式，用十

厘米见方的白纸抄好，用一枚枚大头针，将纸别
在睡床的蚊帐内，使我能在每天睡觉前默念数

遍，加深记忆。
为了保证学员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时年

五十多岁的何校长操尽心血，他办公室的灯光，常
常通宵达旦地亮着，为的是思考干校如何办好；他

还经常下厨房，检查学员的饭菜情况，是否做得美
味适口，还时不时叮嘱医务室，要给患病学员看好

病、关照伙房做病号饭。各个班的班主任，每天有
家不回而住在校内，随时深入教室和学员寝室，促

膝谈心。任课老师，经常放弃休息，去教室为大家
答疑解惑。

在我们毕业后，学校又连续招收了数届学
员，并根据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将专业扩大至

财务会计、计划统计等学科。直至学校完成了为
企业培养管理骨干这一历史使命后，转入电力党

校，干校为华东区域的电力企业，输送了近千名
管理人材，为本地区电力建设发展，谱写了辉煌

的篇章。
当年的干校所在地，如今已是华东电力培训

中心。当年我们从干校盛装知识，为国家的电力建

设，奉献了光和热。

百岁不是梦 ◆ 周善铸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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