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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旧港河的河水静静流淌，初春的

阳光掠过乡村田间的树梢，照耀着旧

港新农村，夕阳西下，拉长了朱金波

老人在林荫路上缓慢前行的身影。

老人已经 88 岁高龄，精神却依旧矍

铄，腰身挺直，那是一名抗美援朝归

来“老兵的神采”。

朱金波是土生土长的旧港人，出

生于 1934年 9月。七十年过去，当年

打了多少仗，他已记不清了。他说，

1951 年抗美援朝战役激战正酣部队

大量招兵，接到张堰人民政府通知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时，他正是血气方

刚的年龄，那时还是九里桥村庄的支

部书记，于是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入

伍。担任班长后，他递交了遗书，将

姓名、部队番号写好，缝在内衣夹层

里，心无牵挂地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踏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革命征

程。而今回顾那段烽火岁月依然刻

骨铭心，朱金波常说相比起那些永远

留在鸭绿江那边的战友，自己是幸运

的，当年和他一同参军入伍的战士共

有几十位，回国的战友寥寥无几。战

友们为祖国浴血奋战、赴汤蹈火的革

命身影永远镌刻在他心里，成为他峥

嵘岁月一生的记忆。

“参军登记好后，先是从张堰统

一乘车到朱泾县里集合、换装，再坐

车到上海市区，几百口人经过几天几

夜行程北上，一路艰苦辗转到朝鲜首

都，他作为班长带领 18 名战士用步

行的方式走到“三八线”附近，跨过

“鸭绿江”，一路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

轰炸，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为

加快行军进程，减少伤亡，部队白天

休整学习文化，晚上行军赶路，同志

们走破了一双又一双的草鞋。过了

鸭绿江还没走多久，敌人的飞机、大

炮就开始轰炸，一直不停地轰炸我

们。”朱金波哽咽着说，“想到肩上担

负保家卫国的责任，在没有飞机和无

大炮支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与敌人

展开激战。”朱金波还激动地说：“虽

然现在我的

手脚不灵敏

了 ，人 也 老

了 ，但 我 只

要 是 对 党 、

对 祖 国 、对

人民有利的

事 情 ，哪 怕

再小我都要

去 做 ，而 且

争取把它做

好。有人说

我 们 党 不

好 ，我 就 不

答 应 ，一 定

要好好去说服他。”

在那场伟大斗争中，金山先后

派出和调任无数战士赴朝，已记不

清多少人血洒疆场。无数鲜血和生

命换来了现在的和平和美好。朱金

波退休后，总是和邻居在一起谈论

国家大事，如果有人批评国家的政

策不好时，他就很不高兴地唇枪舌

战地辩论，直到把对方说得心服口

服为止。

朱金波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

后，解甲归田葆忠诚，扎根农村，一

干就是一辈子。在这个不起眼的小

村庄里生活得非常朴素，他的高光

时刻一直被他埋进记忆深处，他很

少与外人提起关于他自己的这段经

历，除了勋章和证书，在人们眼中，

他只是一个躬耕乡野的庄稼汉、一

个大公无私的老兵。回国后，他就

回到村里继续做村支书记，隐藏起

自己的战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

务。朱金波带头下地挖河，一起参

加开辟张泾河等大量改革活动。他

说：“我年轻的时候，放弃进城当工

人的机会自愿回到家乡务农，心甘

情愿一生扎根家乡、服务农村建设，

如今退休了初心不变，还是天天坚

持看新闻，读报，每天散步到村茶室

走走听听说说……”

这是一位金山的传奇人物，他

叫黄理文，1906 年出生在金山张堰

镇。黄理文家祖上是安徽籍，世代

经商。众所周知，徽商眼光独到，机

缘巧合下，黄家祖先很早就来到古

镇张堰扎根，在此开设当铺、钱庄

等，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富甲一方。

清道光年间（约公元 1850 年左右），

黄家已经拥有了张堰西镇（留溪镇）

大半的房产及大量田产。

老话说得好“创业难，守家业更

难”，遇到兵荒马乱，富人家也有可

能一夜衰败。到了清咸丰、同治年

间（公元 1851 年-1874 年），太平军与

清军在张堰几次开战，战乱纷飞，张

堰镇大半遭焚毁，黄家亦损失惨

重。到了清末民初，黄理文的父亲

抽上鸦片、染上赌博，将祖上家产输

个精光，无奈将房产抵押以充赌

资。黄家自此彻底走向颓败，犹如

这风雨飘零的旧中国。少年黄理文

没了立锥之地，1917 年初始流落上

海。

在亲戚的帮助下，年少的黄理

文于 1917 年 2 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当学徒，在那里他认识了陈云，两人

成为了师兄弟。经历过家道中落，

也见识了世态炎凉，少年黄理文的

眼神一直很深邃，在当学徒期间，他

目睹了旧上海的黑暗，帝国主义者

作威作福、骄横跋扈，中国人民在自

己的国土上备受欺凌和奴役。结识

了陈云等人之后，黄理文开始萌发

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他的眼

睛里也逐渐有了光芒。

1919 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

同年 6 月 5 号黄理文参加了上海商

务印书馆工人罢工。1922 年黄理文

由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5 年春由郑复他、杨贤江介

绍转为中国共产党，黄理文传奇的

革命生涯开始了，他一生经历的事

件无数，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红色记

忆，这些红色故事传承着红色基因，

让我们回顾一下黄理文潜伏在敌窟

智救新四军的故事吧。

1945 年,侵华日寇末日将近,他
们与汪伪政权勾结，作最后的垂死

挣扎。当时的黄理文已经是一名老

地下工作者了，斗争经验丰富。他

接到中共地下党特工部领导潘汉年

指示，到青浦县当县长，潜伏在汪伪

政府内，主要工作是给活动在青浦

境内的新四军提供情报、物资等服

务。为了地下工作更顺利地开展，

黄理文在公开县长身份任职的一年

中，让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担任要职，

如原张堰小学的凌老师任青浦县教

育局局长、查姓表妹夫任财政局局

长，并在县府、伪县党部不断制造矛

盾，使其内部四分五裂。

由于青浦县内新四军活动频

繁，伪县府也很消极抵抗，日本侵略

军无奈只能制定“扫荡”计划。在其

中一次“扫荡”中，由于日军此次进

攻行动诡秘，封锁各路交通，连伪军

也不通知，新四军一支 20 多人的部

队突遭袭击，没能突围，躲进了一个

较为隐蔽的山洞里。第二天，日军

反复搜山时山洞被发现，20 余人全

部被俘，被关押了起来，严刑逼问。

黄理文得知后非常着急，不过

他很快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状况，

准备利用敌伪关系，不惜代价，设法

虎口救人。

青浦县交通联络站有几条情报

线，黄理文的表妹夫负责其中一条，

他的公开身份是青浦县财政局局

长，日常也开展一些慈善工作，实际

是担负搜集城内日伪上层人物的情

报工作。他与日军队伍里的汉奸警

备队长、日军翻译等人颇有交往，利

用这些人贪财、想留后路的愿望，通

过他们担保和释放抗日人士。

通过黄理文的表妹夫，约来了

汉奸警备队长吃饭，顺便探询情况，

得知这 20 多名新四军战士被关押在

日军的监狱内，随时可能会被加

害。经过黄队长的疏通，这批新四

军战士移交给了伪县政府监狱关

押。但鬼子还不放心，派了几个人

日夜盯着。其中有几个战士有病在

身，还是肺结核病，因被严刑拷打，

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咳

嗽痰中带血。黄理文

得知这一情况后，回想

起他当年在四川期间，

曾接济的张堰老乡画

家白蕉，白蕉当时也身

患 肺 结 核 病 ，经 常 咯

血，靠卖画为生，黄理

文替他治病，两人成为

莫逆之交。

因为对肺结核病

的了解（那个年代结核

病还无法彻底医治），

黄理文计上心来，他以

县长身份前去探监，在

查 房 时 ，事 先 刺 破 手

指，将血滴进已有血丝

的痰里，故意“加重”病

人的病情，几个鬼子见

此情况，怕被传染都离

得远远的，连问话都用

手捂着口鼻。黄理文

事先托人买通了日军

翻译，故意散布这些结核病人病入

膏肓的信息，吓得几个鬼子当天就

离开了伪县政府监狱。

黄理文见时机成熟，给战士们

换上了保安的队服，送上了干粮以

及一批药物，趁夜深人静的时刻把

人放走，20 余名新四军指战员（包

括一名副团长）带着武器安全返回

根据地。使得县内中共党组织免受

重大损失。

几个月后，日本侵略者投降，青

浦伪县府、伪党部遂告崩溃，黄理文

则继续着他的革命工作。晚年的黄

理文回到了金山张堰老家生活，于

1991 年 12 月 28 日因病医治无效逝

世，终年 85 岁。他的传奇一生将流

传在张堰镇的红色记忆中。

寻访“烽火”

抗日县长智救新四军
□孙力

元末明初，为了抗击日益猖

狂的倭寇，明朝于洪武十九年

（1386 年）在沿海建立军事卫所

制，京师和各地于要害处设卫

所。一郡设所，连郡设卫。大抵

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

人称千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

十。军士皆世袭。各卫所分属

各省的都指挥使司，统由中央五

军都督府管辖，并在当年华亭县

筱馆镇筑卫城，因为这卫所的南

边正对着金山，因此称之为金山

卫。

“金山卫”作为一个军事卫所

名，在明、清两朝共存在近 260
年。清初卫所制被清政府废卫改

营后，“金山卫”改名为“金山

营”，仍长期实际上保留军卫的存

在。由于倭患逐渐消失，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军卫的概念

逐渐淡薄，金山卫逐渐演变为一

个地名，目前尚有“金山卫镇”这

个行政镇的名称。当然，金卫“金

山卫”的 260 年历史和其对中国

社会的影响，将会永久地留在中

国历史记忆中。

清雍正四年（1726 年）析娄县

南部成立金山县以后，主要是从

民国时期开始，本地区常出现“金

卫”两字命名，诸如金卫区、金卫

乡、金卫村、金卫公社等。这“金

卫”之名，实际上是“金山卫”的简

称。所以如此简化，是人们为了

避免与金山县相混，于是去掉了

其中的“山”字，将地名改为“金

卫”。但不尽然，期间仍常以“金

山卫”三字命名，尤其是在政府行

文中。如 1912 年称金山卫乡，乡

董议定当年 11 月 8 日为金山卫光

复纪念日；1937 年日军入侵中国

时，国内外相关报道和地图均称

金山卫；1949 年 5 月金山卫解放

后，8 月成立“中共金山卫分区

委”；1972年2月，毛主席等老一辈

革命家决定在金山卫建造石化厂

以解决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行

文也称金山卫；十字街车站长期

称金山卫站；在一些专业的全国

地图上，也一概标为金山卫。总

而言之，金山卫与金卫，概念上有

大小之别。也有人把前者理解为

全称，后者为简称。在习惯上，远

近皆称此地为金山卫。本地人在

与外来人交往中，只能自称金山

卫人，因为外地人一般不了解金

卫。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历史观

念加强，研究金山卫的人越来越

多，认为“金山卫”这一名称富有

历史文化内涵，且逐步成为共

识。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

家又普遍接受了“金山卫”这一名

称，“金山卫镇”这一命名就体现

了这一点。1993 年，时任上海市

委书记吴邦国为金山卫镇题碑

“古城新镇”。2001年 3月 8日，钱

圩镇并入金山卫镇，撤二建一，成

立了新的金山卫镇。

眼下，凡是含有“金卫”两字

的单位，大多已将“金卫”改为

“金山卫”，例外也有仍保留原名

的，如金卫村、金卫中学等。这主

要是有约定俗成的因素，也考虑

方便之处。另一方面，“金卫”与

“金山卫”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显著

区别之处：卫所制下的“金山卫”

的地域概念较大，据志书《正德金

山卫志》载，其地域东抵东洋大

海，西抵浙江海宁卫地方，南抵南

洋大海（即今杭州湾），北抵吴淞

江所地方（详见附图）；而“金卫”

的区域概念就没有这样的伸缩

性，它只限于金山卫镇范围内。

因此，有些地方如浦东、南汇、乍

浦等地的志书中，可常见到“历史

上曾隶属于金山卫”，但决不可能

出现“曾隶属于金卫”之句。

金山卫与金卫
□黄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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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朱伟亮光荣地加入了

党组织，他在笔记中表示，中国共产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己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就要树立坚定的共

产主义理想，更坚定地走又红又专

的道路，希望通过自己参与的创新

研发为企业为国家作出新贡献。“作

为一名党员，要时刻对自己提出更

高的要求，用更高标准思考自己日

常工作。”

就在朱伟亮入党后的几天里，经

过连续夜以继日的苦干，终于传来具

有更高性能的建筑外加剂研发成功

的喜讯，经专家认定，该科研成果接

近或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朱伟亮常对身边同伴说：“科技

创新是一项艰难的事，也是需要花费

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来不得半点

虚伪和夸大，出了成果才是成功。”

近年来，公司配备了多种专用分

析仪器，实验室的条件也不断改善 ，

但朱伟亮更看重知识的力量。人们

看到他业余时间埋头阅读科技书籍，

甚至一遍遍翻阅以前的课本，巩固自

己的专业知识。“每个人的思维都有

局限性，知识覆盖领域也各不相同，

科研工作中也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

配合。”台界化工长期与高校开展校

企合作，双方还共同在水溶性纤维素

分子量测定方法上建立研究互相促

进。“青年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可以

开阔彼此的眼界，有时会取得意想不

到的效果，科研工作也需要更多的交

流和学习。”

朱伟亮先后于2016年获得“金山

区新长征突击手”荣誉，2021 年获得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荣誉，对企业

青年员工鼓舞很大。“这些荣誉的取得

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和汗水，我们要再

接再厉。”公司在朱伟亮的引领下，研

发创新岗位上的青年员工对学习党的

新思想和新理论有了更多热情，也坚

定了坚守科研岗位的信心和决心，大

家表示，以朱伟亮为榜样，立足自己的

本职岗位，不断突破自己挑战自己，无

论在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可以为社

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攀登无止境，青春正当时。至今

朱伟亮已毕业将近十年，他还常常去

母校看望老师，汇报自己的梦想实现

了多少。朱伟亮表示，漕泾镇与黑龙

江直线距离近两千公里，这里将是他

科研立身兴业的第二故乡。

□通讯员 汤妙兴

出生于黑龙江的朱伟亮，2012
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获理学硕

士学位，父母希望他在大城市工

作。可当年漕泾工业园区的上海台

界化工有限公司在学校招聘时，用

“千言万语”打动了朱伟亮的初心，

于是他带着一个箱子来到上海远郊

金山的一个小镇上。“相比于浦东，

金山远离上海市区，与自己的期待

有一定落差，但金山有很多新材料

类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投入大，也

会涉及较多的研发项目和机会，况

且与所学的专业知识相同，有利于

发挥自己的专长。”

朱伟亮如同一头孺子牛，背着家

庭的初衷来到金山漕泾镇上的一家

民办企业，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棘手

的挑战。公司购买了一台高效液相

色谱仪，用于高效开展高分子化合物

的研究开发，如何正确使用并得出正

确反映分子结构信息的图谱成为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朱伟亮承担了

液相色谱仪的安装调试和分析方法

建立的专业任务。

“前期是一点方向都没有，不得

已去学校求助了我的研究生导师，还

和同行的一些前辈进行探讨研究。”

一次次设计分析方法，都没有达到分

离效果的分析，在一个个失败面前，

朱伟亮没有感到沮丧。“那个时候，全

公司看着我，生产任务在等着我，感

到天大的压力，连饭菜的味道也感觉

不到。”在经历了近百个日日夜夜的

不懈努力后，最终成功地确定了公司

主要产品的液相色谱分析条件，达到

规定的标准要求。

第一个回合的成功，让朱伟亮

清楚地认识到，研发创新是一个特

殊的工作，每天遇到的都是全新的

挑战。科研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诸多

失败，只有在一次次失败的实验中

总结经验，才能最终接近和达到成

功。在攀登高峰的路上，朱伟亮充

满着探求知识、追寻真理的快乐：

“研发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和未

知性的探索过程，我对这方面真的

很感兴趣，构思方法并验证的过程

在我看来仿佛在解一个有趣的谜。”

朱伟亮真切地悟到了自己做研发的

价值。

朱伟亮在研发创新中发现，在学校本科阶段的

基础知识和研究生阶段有限的研发经验，与企业实

际工作存在较大的差异。学校中的科研项目更加

注重理论，需要着眼于对于未知的探索，实验过程

可以不拘成本和周期；而企业中的研发需要针对市

场需要和企业自身的定位，不能忽略研发的时效性

和推广应用价值。

鉴于上述的认识，朱伟亮在从事聚羧酸混凝土

外加剂研发的过程中，在公司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

开始将当时市场需求最大的缓凝型混凝土外加剂作

为研发方向。方向确定后，接下来是对于具体分子结

构的设计，这也是从借鉴再到创新的过

程，只有了解现有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才能针对性攻克技术短板。在从事聚

羧酸混凝土外加剂研发的过程中，从借

鉴再到创新，朱伟亮终于作为项目第一

完成人对“缓凝型聚羧酸建筑外加剂

TJ-R-05”项目结题，并在项目研发过程

中申请了发明专利《一种缓凝保塑型聚

羧酸减水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 201310533479.0），该发明专利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

发明专利的授权表明该技术成果

的技术水平，市场的反馈给了朱伟亮

及其团队更多的信心。通过对合成样

品的水泥净浆流动度测试，确定引入

酰胺基对聚羧酸建筑外加剂的初始减

水率的影响，经初凝终凝时间测定和

胶砂试块力学性能测定，发现酰胺基

改性使胶凝材料固化进程明显缩短，强度上升加

快，可以满足建筑工程对外加剂早强性能的要求，

对新兴施工工艺领域（如装配式桥梁、预制混凝土

构建、高温蒸养等）也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建

筑工程领域未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018 年，缓凝型聚羧酸建筑外加剂 TJ-R-05 生

产总量为 3788.82 吨，销售额为 1770.90 万元，新增

税收 66.22 万元，并获得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

三等奖、上海市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一等奖，进而

该产品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2020 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

专利是对于技术的保护，但是很多时候，优秀

的产品由于没有获得专利授权而被轻易仿制，有时

候企业具有多项授权专利，却依然无法维护企业权

益。这是朱伟亮进入企业后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在

研发创新和申请专利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专利、

如何获得专利、怎样使用专利等保护企业的技术成

果，这些正是民营企业所急所盼。于是朱伟亮又一

次主动迎接全新的挑战，开始自学专利知识。对于

理工科专业的自己，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思维训

练，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也不多，从基础到深入，

从专利法律基础到专利的检索分析、专利的申请、

专利的维护等，这些专利的认知等待着朱伟亮去深

入掌握。

知难而上是朱伟亮的特性。2016 年参加了当

年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全面检验自己的专

利知识水平，也是挑战自己的极限。他知道这项考

试难度较大，每年的通过率只有10%到15%，是知识

产权领域难度最大、综合要求最高的考试，可他没

有退却。在每天正常的工作之外，给自己制定了学

习目标和计划，一周挤出至少 20个小时的时间用于

看书学习，刚开始的时候感到有点焦虑，但他争分

夺秒地去做练习，最后发现自己答案的准确率很

低，然后再抬头看到面前堆积如山的书籍资料，又

一次激起他的求知欲。

有人问及朱伟亮一天到晚从宿舍到食堂再到

实验室，无数次的往返与循环，是否感到枯燥乏味?
朱伟亮的回答是一种无言的苦笑，仿佛告诉对方胜

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他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去。在最终拿到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时候，

朱伟亮一展笑容，拂晓前的迷雾一扫而光，“拿到证

书的时候还是挺感慨的，是对自己六个月付出的一

种肯定吧。”

科学有险阻 勇者敢攀登
——记上海台界化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朱伟亮

编者按：朱伟亮，他

惜时如金，在科创领域一

路攻关夺城，短短九年间，已

拥有 16 项发明专利授权，其中一

项科研成果获得全国建材行业技术

革新奖三等奖、上海市建材行业技术革

新奖一等奖。2020 年获评高级工程师、

技术总监，今年获得“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荣誉，还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被大家誉为“敢于

攀登高峰的科研勇士”。

初到小镇遇挑战
探索未知求创新

1

2

不畏艰难勇攀登3

4 初心向党严律己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庄严宣誓庄严宣誓

创新研发创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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