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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扎根基层，喜看社区更新

吴美娟

杨浦区殷行街道

殷行北新村片区党组

织负责人，扎根社区

工作   年，第十三

届、十四届上海市人

大代表，多次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市劳动

模范、上海市优秀党

务工作者、杨浦区第

一届十佳“小巷总理”

等称号。

如今的
殷行却好似
正青春，越
来越充满活
力了。社区
基层治理的
方式方法也
越来越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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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节节高，都在村志里

褚半农

    年   月出

生于上海西南农村，

曾在农村参加劳动，

前线握过钢枪，学校

站过讲台，机关撰过

方志。    年华东

师范大学中文系本

科（在职）毕业。长

期从事散文创作、方

言研究、地方志纂修

及研究。

吃不饱
越想吃的年
代终于过去
了！我要珍
惜 幸 福 生
活，为社会多
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

”

1996年，上海第一次招聘专职居委干部，当

时是一家企业工会主席的吴美娟，应聘成了殷行街

道闸殷路第一居委会的专职干部。一晃28年过

去了，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她，依然没有脱离社区

一线，在包括几个居民区的殷行北新村片区带领大

家服务群众，还作为“吴美娟名书记”工作室的带头

人，培育更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区工作者。

回顾这一路，她深有感触地说：“殷行大变样

了，社区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新了，就

连我们社区工作者队伍都大变样了，这些年，变

化太大了！”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杨浦区殷行街道位于上海东北部，从20世

纪90年代开始，杨浦、虹口、黄浦、原南市等区的

重大市政项目动迁居民陆续迁入这里，时任市长

朱镕基称之为“挺进中原”。短短10来年，殷行

社区人口规模就接近30万，在全市各街道中名

列前茅。如今，殷行街道依然是中心城区中的特

大型社区，现有49个居民区组织、数百名社区工

作者，是杨浦区居民区数量最多、社区工作者规

模最大的街道。

1996年，当吴美娟来到闸殷路第一居委担任

专职干部时，殷行的建设刚刚起步，道路中间还

能看到许多铁轨，社区面貌就是名副其实的城乡

接合部，私房多，小菜地多，治安案件也多。吴美

娟记得，为了改变到处都是占地种菜的情况，7月

的大热天，她和其他居委干部顶着居民的巨大阻

力，带头拔菜，身上的汗水和泥水混合在一起，一

个个都成了泥人。铲掉蔬菜，吴美娟又联系绿化

部门，第二天赶紧抢种绿化，和时间赛跑，就怕菜

地又死灰复燃。

记忆多深刻，现在看到殷行美丽家园的崭新

面貌就有多欣慰。吴美娟情不自禁地感慨说，殷

行开发至今已有近40年了，按道理来说，“房”到

中年，应该是露出疲态，但恰恰相反，如今的殷行

却好似正青春，越来越充满活力了。“你看，马路

宽了，轨交进来了；社区到处都是微花园、微更

新，居民都喜欢在休闲长椅上坐着聊天；加装电

梯、车棚智慧化改造，让社区的安全系数和居住

舒适度越来越高……真的，我们殷行真的是一个

特别宜居的民生大居！”

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年轻化
40岁的吴美娟刚来到殷行时，是居委干部中

的“小年轻”，跟着五六十岁的老书记“学把式”，

她也不讳言，早期的居民区工作者队伍，主要都

是跟她一样的“婆婆妈妈”。“现在可不一样，特别

是从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提出‘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后，社区工作者的队伍面貌一

新！现在，社区工作者的收入待遇提高了，社会

地位和职业尊荣感都提高了，高学历的年轻人也

愿意来报考，竞争很激烈！新入职的年轻人中，

大学本科生根本不稀奇，硕士、海归甚至是已有

几年工作经历的海归也比比皆是！”

就像1996年后，一批45岁以下的居委专职干

部充实到社区一线，给当时的社区工作带来了新

鲜活力；如今，这些把电脑、网络等各种信息化手

段“玩得很溜”的年轻人，也给新时代的社区基层

治理，带来了新鲜活力。退休后被街道挽留继续

在社区一线兼任片区和居民区党组织负责人的吴

美娟，就像一只头雁，既向年轻人学习新方法，也

带着后辈们用好“一线工作法”等历久弥新的工作

方法，一起把基层社区自治共治做深做实。

三年前，看好社区工作大有可为的吴美娟，

说服儿子辞掉五星级酒店财务工作，也通过考试

成为了殷行的一名社区工作者。曾经坐在黄鱼

车车斗里跟着母亲兜社区的男孩，如今自己也天

天泡在了居民区里。看着这个“新兵”越干越起

劲，吴美娟倍感欣慰，希望年轻人们加倍展示出

社区工作者的职业风采！ 本报记者 孙云

81岁的褚半农，从14岁初中辍学开始坚持

写日记，记录所见所闻。他长期积累的文字记录

和实物资料形成的家庭档案，在他为家乡编修

《褚家塘志》和《东吴志》时发挥了作用。他视这

些家庭档案和著作为“珍宝”，他和他的“珍宝”都

是真实的历史见证。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褚半农这位历

经沧桑的老者，拿出这些“珍宝”和记者分享，讲

述他眼中的历史变迁，普通农民的生活巨变。

“你听说过‘出饭率’吗？”
让褚半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吃饭问题。“你

听说过‘出饭率’吗？”褚半农介绍，1958年9月21

日上海第一个人民公社——七一人民公社成立，

不久就要求建立农民食堂。出饭率是指农民食

堂里一斤米能烧出多少斤饭。

在粮食供应紧张、食堂缺粮严重的年代，

1959年5月4日起，食堂开始按定量供应，即按各

家每日自报午饭数量（以提交的饭票为准）打

饭。各家人口不同，口粮标准不同，每顿报给食

堂数量也不同，应该分给的米饭数量自然也不

同。为了能让大家吃得饱一些，食堂千方百计提

高出饭率，措施就是大量添加卷心菜、胡萝卜等

烧成咸酸饭（菜饭）。

他在日记和志书中记到过多次粮食紧张和

出饭率。如“今天的中饭一斤米烧了三斤饭，因

此饭比平常多了很多”（    年 月  日），“中

午食堂里烧的是胡萝卜菜饭，出饭率是一斤米出

四斤六两”（    年 月  日）等。还有更高的

出饭率：“本来食堂里1斤米烧2斤7两饭，现在

陈进余试验成功一斤米烧5斤饭！比过去整整

多了一倍，社员个个笑逐颜开。”（    年 月  

日）。这种饭口味很淡，又因饭粒太松像米花而

不耐饥，没有推广价值，食堂也只试验了一次。”

褚半农解释道。烧粥也有出粥率，他记到的出粥

率是1斤米出8斤粥（    年 月5日）。

这些记录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村民们的

生活状况。褚半农感慨道，吃不饱越想吃的年代

终于过去了！

曾给女儿做过一件中式棉衣
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每一样褚半农都可以

说上半天。比如衣，他说，以前农村基本都是自

己做衣服，或请当地裁缝到家里裁剪、缝制。“农

民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主要还是因为收入

少，要节省开支。”褚半农除了给自己做衣服，还给

家人做。他记得，曾给女儿做过一件中式棉衣。

“我在棉衣里放了棉絮，做的时候看着棉絮还挺

多，但弄好以后还是比较薄，没经验嘛。”

褚半农在《东吴志》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

后，老百姓衣着从追求实用转而追求品质。除中

老年人外，农村衣着逐步城市化而几无差别，各

款新型服装和市区同步流行。

家里第三代都是大学生
褚半农最关注的还有医疗保障。农村以前

长期缺医少药，各种传染疾病时有发生，村民看

病历来自费。而现在，他看病有医保，还有家庭

医生经常和他保持联系。

虽然褚半农小时候因为父母生病早逝而辍

学，但他的第三代都是大学生，接受了良好的教

育，还有机会去国外深造。《东吴志》中有一组对比

数据，也让人看到了人口素质的提高。1950—

2014年，东吴地区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数共310名，

其中1978年前东吴大队大学毕业生仅5名，占

1.61%；1978年后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数共306名，

占98.39%，而且还出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

如今，褚半农依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还在闵

行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珍惜幸福生活，为社会多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

本报记者 屠瑜

像一只头雁，退休后还在带新人的居委干部——

14岁起坚持写日记、81岁笔耕不辍的村志编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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