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月浦公园的一角，“上海战役月浦攻
坚战纪念碑”静静矗立。

纪念碑上，一个残垣断壁的敌碉堡旁，
是两位高擎旗帜、手持钢枪、眼里充满怒火
的解放军战士雕像，他们和碑上雕刻的鏖战
月浦、踏破血堡、攻克二五 ·三二高地、钳击
吴淞口等关键词一起，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
75年前那场可歌可泣的月浦攻坚战。

■ 老战士
葛友来回忆
当年战事。
自己年轻时
穿着军装的
照片依然摆
放在家中显
眼的位置

“手榴弹拉了弦，
塞进枪眼”

月浦，位于宝山的西北。75年前，这

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镇，却有着十分重要的

地理位置——这里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

一门户，地形易守难攻。解放军欲钳击吴

淞，切断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海上退路，

就必先攻占月浦。

然而这小小的月浦却是碉堡林立，子

母堡群密布。据记载，月浦镇当年共有

321座碉堡和数十公里长的深壕。当时战

斗异常激烈且艰难，正与这些钢筋水泥的

碉堡有关。

“敌人修筑了很多碉堡群，一个母堡

附近有四五个子堡，堡与堡之间有堑壕相

连接。”曾在宝山作战过的93岁老战士施

沛祥说，这些碉堡一般露出地面不超过

1.5米，隐蔽性很强。不仅如此，碉堡外还

有壕沟、陷阱，有竹签、鹿砦、铁丝网等防

御工事，异常难打。

93岁老战士葛友来同样对碉堡群记

忆深刻。“很多碉堡建在靠近交通要道的

地方，枪眼就对着交通要道。”葛友来说，

大部分枪眼和地面平齐，又铺上草皮作伪

装，很难分辨出来。

施沛祥回忆说，起初部队对敌人的碉

堡和防御工事不了解，一个连打一个碉堡

群，目标太大，伤亡严重。很快他们改变

了打法，组织最多一个排，甚至一个班，集

中力量清除碉堡。“绕开敌人的枪眼，爬到

碉堡上面，把手榴弹拉了弦，从枪眼里塞

进去。”面对巨大的危险，他们没有丝毫的

犹豫和退缩。

记者在宝山实地探访到几处碉堡遗

迹。其中两个是分别位于宝杨路和蕰藻

浜旁的母堡，其体量之大令人震惊。母

堡是由四个圆柱体建筑拼合成的三层混

凝土碉堡，组合形似梅花，一二层为母堡

堡体，三层为瞭望塔。从外观看，枪眼布

设密集。记者细数，两层共有17个枪

眼，每个圆柱体拼合的位置更是都有3

个并排的枪眼，这意味着机枪对外射击

几乎没有死角，可想而知当年要打下如

此巨大的母堡有多艰难。记者从半地下

的通道走入碉堡，内部空间也相当大。

据施沛祥回忆，母堡可容纳一个排，甚至

一个连的兵力。

面对如此凶悍的碉堡群，人民解放军

展现出顽强战斗力。敌军多次反扑，出动

飞机、坦克、军舰集中炮火轰击，月浦成为

一片废墟，而他们始终坚守阵地。“他抱着

20斤重的炸药包，爬上敌坦克，为防止炸

药包滚落，毅然用身体压住炸药包，炸毁

坦克的同时，他壮烈牺牲，时年仅16岁

……”上海解放纪念馆这段对赵福来烈士

的介绍，让参观者感受到了月浦攻坚战之

惨烈。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一举攻占月

浦东南高地，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

为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宜居宜业新家园
红色基因永延续

曾经战火纷飞、碉堡密布的血战之地，

如今已是祥和安宁、新房林立的宜居家园。

时光穿梭75年，月浦早已大变了模

样。春末夏初好时节，绿树成荫，曲径通

幽，亭台楼阁间，花随风舞，人随歌动……

行走在月浦，总会在不经意间被街头转角

的绿景花园所吸引。利用“边角料”打造的

小小口袋公园不仅扮靓了街区，更点亮了

人们的心情。就像宝莲湖景园周边三个小

区的居民，他们闲暇时喜欢去家门口新建

的口袋公园“月园”走走逛逛。这里曾是扰

民多年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2022年，

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听取居民意见，政府和

企业通过党建平台共同出资，将这里改造

成为新的城市开放空间。环境变好了，居

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乡村振兴同样如火如荼。当乡村服

务综合体、新农人礼堂、农家书屋等成为

乡村标配，还打造出宝山花艺节等品牌活

动，月浦新农村的发展变化早已超乎想

象。月狮村、聚源桥村、沈家桥村“三村联

动”项目入选年度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

圈”优秀案例，带来的不仅是村貌的改变，

更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也为乡村注入了

人气。近两年，聚源桥村、月狮村先后列

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出一系列特

色乡村游项目：趣乡村市集、花艺大赏、亲

子酷玩、萌宠撒欢、秋日露营……来体验

乡村趣游的人越来越多，周末停车场时常

“一位难求”。

“打响解放上海第一枪、打下建设宝

钢第一桩”，也打下了月浦“拼搏进取、敢

为人先”的精气神儿。助力科创宝山北转

型，硼矩新材料等一批高新企业入驻叁9

叁8科创产业园，国内首家氮化硼纳米管

产线去年正式落户启动，未来将带动新材

料的研发与应用。

75年过去，红色基因不断传承。每年

清明节、上海解放纪念日，人们总会来到

月浦攻坚战纪念碑前，缅怀先烈，重温历

史。在聚源桥村，一个半埋于地下的碉堡

遗迹被列为文物保护点，旁边还建起了红

色文化展示馆，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打造

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向更多人讲述月浦攻

坚战的历程和月浦英烈的光荣事迹。

两位老战士现如今都生活居住在宝

山。今年4月底，在家人的陪伴下，施沛

祥从吴淞口邮轮码头出发，坐上大邮轮，

开启了一段美好的邮轮之旅。“全国各地

的游客都来这里坐船，体验真的非常棒。”

眺望吴淞口，巨轮正远航。这片他曾和战

友挥洒鲜血和汗水的热土，必将有更精彩

的未来。

本报记者 李若楠

从血战之地到宜居家园

■   年沧海桑田，如今的月浦镇宁静美好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 老战士
施沛祥拿着
自己年轻时
的照片讲述
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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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永安公司绮云阁，
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第
一面红旗升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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