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练塘镇东庄村：

东庄村，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一个小村庄，近百年
前却是沪郊农村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

“你看，‘一抹红云映水色，两行浓墨书传奇’这两句
话，说的就是我们村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走进刚对外
开放不久的东庄村村史馆，练塘镇东庄村党总支书记孙建
强对记者介绍。村史馆展厅面积约 200平方米，通过图
片、文字、老物件、书画、影音等形式，讲述了东庄村的
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青浦的青年先进分子很快获得并
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3
年 10月，练塘人高尔松、高尔柏兄弟俩就加入中国共产
党。翌年 10月，他们与松江 2名党员和练塘 1名党员成立
了党小组。之后几年，包括陈云在内的多名练塘人陆续入
党。

“革命火种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越烧越旺，有了共
产党后，青浦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孙建强说。1923
年，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开始在青浦开展革命活动。当
年，青浦县的劣绅勾结官府，以每亩 2元的价格强买农民
开垦的荡田，再以每亩10元的价格卖给农民。农民为此奋
起反抗，上万人多次到县署请愿，与劣绅斗争了好几年，
史称“荡滩风潮”。

1927年 3月，根据青浦党员活动情况和实际斗争需
要，高尔松组建了青浦第一个独立支部——中共青浦县独
立支部。9月份，青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在当时的小蒸
地区宣告成立。同年11月，中共青浦县委建立，陈云任县
委书记，下辖 3个区委，即观音堂（黄渡）区委、小蒸
（练塘）区委、枫泾区委，领导青浦、松江、金山三县的
党组织工作及农民运动。就在次年，在陈云的领导下，小
蒸农民武装队伍发起了有名的“小蒸暴动”。

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东庄村立足独特的红色文化优
势和优良的绿色生态底板，正摸索尝试走出一条“红”

“绿”交织的乡村振兴之路。孙建强告诉记者，“红”，即
东庄村的红色血脉；“绿”，即由数百亩生态涵养林、星罗
棋布的大小湖泊等构成的独特生态景观。目前，衡山集团
已在东庄村投资打造“恋堂三赏”系列民宿，今年春节起
已对外运营，一个民宿集群雏形已在村内显现，村里已有
不少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要打响‘读史、品水、阅
村、观田、赏林’的乡村度假品牌，与陈云故居、练塘古
镇联动，让更多人走进东庄，感受江南红色文化。”

农村革命
前沿阵地

家门口的“红色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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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掌柜”
在此度过童年时光

“革命文物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感染力和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材。
激发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就是要充分发挥革命文物教育
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并挖掘背后的党史故事。”

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
一往无前。青浦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让我们走近这
些“红色文物”，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青浦西部，距离练塘古镇不远处有一条俗称“三里
塘”的小河，两岸保留着江南特色浓郁的小桥流水风貌。
河边下塘街上有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民居，1911年至
1919年，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
人之一、“共和国掌柜”的陈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时年 14岁的陈云离开三里塘和下塘街，去上海商务印书
馆当学徒，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
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2000年，在陈云同志诞辰 95周年之际，以三里塘边
的这座老式江南民居为基础，陈云纪念馆建成开馆。这是
经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全国唯一系统展示陈云生平业绩的纪
念馆，突出展示了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
要成员。

1905年 6月 13日，陈云出生于练塘的一个贫苦农家，
自幼饱尝艰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唤醒了还在小
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1925年，陈云在上
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吴瑞虎告诉记
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
了杰出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
贡献。

陈云纪念馆总占地面积 65亩，由陈云铜像广场、陈
云生平业绩馆、陈云文物馆、陈云故居等组成。走进陈
云生平业绩馆序厅，可见一座陈云的汉白玉雕像。“这是
陈云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时期的
形象，雕像用雨后春笋作为背景，寓意着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蓬勃发展。雕像两边种植了陈云最
喜爱的竹子，象征伟人的高风亮节。”纪念馆讲解员告诉
记者。陈云生平业绩馆分为三个展厅，分别展示了陈云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诞生建立的不朽功勋、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为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发挥的重要作用。展厅内陈列着陈云使用过
六十余年的旧皮箱、1995年 4月 10日陈云生前最后一次
缴纳党费的收据单等珍贵文物，表现了陈云的清廉自
律、克己奉公。

陈云文物馆于2015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馆藏文物反
映了陈云的真实生活以及高尚情操。比如，展出了陈云从
事国务活动所乘坐的红旗轿车。“陈云曾说，这辆红旗牌
轿车是国家配给他的公务车，不管是私事还是公事，家中
任何人都不能乘用。”讲解员告诉记者。

吴瑞虎表示，开馆以来，纪念馆不断凝聚各方力
量、整合各方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传播好红色文
化，已累计接待观众 1500多万人次，年观众量峰值超
110万人次。“我们将积极打造初心教育大课堂、革命精
神大学堂、红色故事大讲堂，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陈云的故事，进一步发挥陈云纪念馆作为红色文化
传承的基因库和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更好服
务党史学习教育。”

“共产党，扒平王，一夜打死七只狼，财主人家泪汪
汪”。直到今天，青浦区练塘镇小蒸地区的老人们还会哼
唱这首90多年前流传的抗租抗息斗争歌谣。

当年小蒸抗租抗息斗争达到顶峰，爆发了著名的小蒸
农民暴动。在练塘镇小蒸社区老街东首、三官桥路 86弄，
坐落着一座小蒸农民武装暴动陈列馆，百余平方米的展馆
内陈列了 1927年底至 1928年初，陈云、吴志喜、陆龙
飞、陆铨生等发动领导的小蒸农民武装暴动的相关史料，
真实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青浦的早期活动事
迹。

踏进陈列馆略显沧桑的大门，仿佛穿越了历史，一
座砖木结构的小院跃然眼前，这是当年陆少泉医生（暴
动领导人之一陆铨生的父亲）的住宅。进入院门，陈列
室内暴动农民使用过的手枪、步枪、大刀、铁尺，以及
陈云等暴动领导人使用过的床、桌、椅、凳、水壶、衣
物等物件，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那段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的岁月。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
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
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青浦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回练塘、小蒸传达
党中央精神，同当地农民军领导人陆铨生、吴志喜、陆龙
飞等酝酿组织发动小蒸农民武装暴动。

为了发动群众，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和农
民一起聊天，宣传抗租抗息。当年 11月，一支近 30人的
农民武装队伍便成立了。小蒸地区的抗租运动搞起来后，
地主收不到租息，联名向当局控告。当年立冬，地主袁伯
祥带八个警士、一个巡长，持二支驳壳枪、6支步枪驾船
到小蒸，帮地主收租，他们拦截上街农民，到农民打谷场
上强收硬夺，行凶打人。

1928年 1月 3日，中共青浦县委决定由吴志喜指挥农
民武装队伍举行武装暴动，去打袁伯祥的船。这一仗，揭
开了小蒸农民暴动的序幕。此后经过多次战斗，农民武装
队伍越来越壮大，南到朱泾、西到松江、北到练塘，方圆
几十里内六七十个村庄都被发动起来。

1月19日凌晨，敌人分两路包围农民武装队伍。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总指挥吴志喜和副总指挥陆龙飞安排农民
上船向青浦县境撤退，为了掩护大家，他俩开枪把敌人引
向自己，终因弹尽援绝，不幸被捕。1月 26日，吴志喜、
陆龙飞英勇就义。

尽管这场秋收暴动以失败告终，但却播下了革命的种
子，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场暴动
播下革命种子

陈云纪念馆： 小蒸农民武装暴动陈列馆：

“进来吧，带你看看几十年前青浦人是怎么打赢那场
疫情防控战的。”68岁的潘介云带领记者走进金泽镇西岑
任屯村111号——青浦任屯血防陈列馆。

陈列馆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是全国唯一保存下来
的血吸虫病防治陈列馆。馆内陈列照片、图表、资料 150
余件，陈列实物百余件，讲述了青浦人民坚持奋战 30多
年，防治结合、消灭钉螺、送走瘟神以及后续巩固监测的
故事。

1986年到 2009年，潘介云在任屯村工作，曾当过任
屯村的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患了血吸虫病，轻则发
热、腹泻、肝区疼痛，重则变成“大肚子”（因有腹水）
和侏儒。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江河湖沼密布的地区，江南
水乡青浦虽美，却从自然地理条件上为血吸虫繁殖提供了

“温床”，青浦是当时上海郊区9个血吸虫病流行县中疫情
最严重的。“任屯村更是重灾区，不少人‘肚子像西瓜，
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还出现了‘寡妇村’‘无人村
’。”

1950年冬，任屯村村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诉说
了翻身后的欢乐，同时把血吸虫病的危害告诉毛主席。党
中央高度重视，很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到青
浦，调查疫情、指导工作。他说：“血吸虫病是旧中国遗
留下来的一大祸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共产
党员要关心群众疾苦，消灭血吸虫病是造福人民的好事，
是为子孙后代做好事。”

无数专家教授和防治人员深入青浦农村开展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青浦各级党政组织也带领群众与血吸虫
病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983年是青浦人与瘟神决斗
的一年，当年血防部门检查了 15963人，只查出 1个阳
性病人，阳性率为 0.006%，病人当年治愈，符合消灭
标准。

“1983年，青浦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忆往昔，血吸虫
病流行全县，万户萧疏，患者 15.7万余人。新中国成立
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坚持奋战30多年，终于
送走瘟神，造福人民。”在青浦任屯血防陈列馆内，一篇
碑文概述这场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战。

“任屯村、青浦区的血吸虫病防治成就，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潘介云感慨。尽管年事已高、早已退
休，但潘介云仍利用金泽镇社区党校的平台，亲自撰写讲
稿、制作课件，给人们讲述青浦区的血防故事。“希望人
们永远要记得居安思危，瘟神送走、还要战斗，要珍惜当
下的美好生活。

青浦任屯血防陈列馆：

奋战30多年
送走瘟神

学生参观陈云纪念馆

东庄村村史馆

小蒸农民武装暴动陈列馆

小蒸农民暴动指挥所

本版撰稿 茅冠隽

镌刻会展业
“新传奇”

“四叶草”成
上海乃至长三角的新地标

2011年 12月 26日，上海徐泾，伴随一记有力的夯击
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室外展场桩基工程启动建设，
世界会展业波澜壮阔的又一个“传奇”拉开序幕。

“从那一刻起，我用相机记录了国家会展中心的建成
和运营，用上万张照片见证‘四叶草’茁壮成长、扬帆起
航。”土生土长的徐泾人张友明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
手上的单反相机快门频繁响起，跟踪记录了“四叶草”诞

生的过程，为“四叶草”留下珍
贵的影像档案。

从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打
下第一根桩起，不少人和张友明
一样，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即将诞
生的奇迹对于上海的独特价值和
意义：以前，缺乏大型展馆是制
约上海会展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的建成运
营一举突破这个瓶颈，大大提升
上海会展行业展能。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四叶
草”横空出世。作为国家级超大
型会展综合体，其总建筑面积超
过150万平方米，整体设计率先引
入现代展览业较盛行的会展综合
体理念，集展览、会议、活动、
商业、办公、酒店等多种业态为
一体，是目前世界上在营的最大

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其中，15个超大型展厅单个面积
近 3万平方米，单层无柱展厅净高达 34米、穹顶跨度达
108米，堪称展厅里的“巨无霸”。

“四叶草”地理位置优越，距虹桥枢纽直线距离仅 1.5
公里，通过空中连廊、地下通道及地铁 2号线与虹桥火车
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周边高速路网四通八达，一两个
小时就可到达长三角各主要城市，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可直

达亚太主要城市。绽放的“四叶草”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
的新地标，吸引全世界会展业的目光。

2018年 11月 5日，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但第三届进
博会各方合作意向热度不减，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参展国别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
国际经贸盛会。展会总展览面积近 36万平方米，比上届
扩大近 3万平方米，近 40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累计
意向成交 726.2亿美元，比第二届进博会增长 2.1%。“由
此可见，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行业地位和国际影响
力显著提升，我对中国会展业和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的发展充满信心。”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总裁唐贵发
说。

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中国医疗器械博览会、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机床模具展……这些大
型展会已相继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落地。目前，国
家会展中心 （上海） 还积极承接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
开发培育具有会展特色的旅游品牌、旅游产品，开发演
艺、赛事等功能，吸引时尚要素集聚，形成会展产业融
合高地。

根据最新发布的《“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
中心能级规划》，到“十四五”末，上海将全面建成国际
会展之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是上海建设国际会展
之都的重要载体。“未来会继续用镜头记录下‘四叶草’
的美丽。”张友明说。 （茅冠隽 顾舜丽）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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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动迁要‘做群众工作’，现在盼望动迁的群众反
过来‘做干部工作’；以往是‘西劳东输’，本地就业机会
少，年轻人都去青浦城里打工；现在是‘东才西进’，青东
地区、新城地区的人才都抢着到这里来。”

谈起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给村里带来的变化，金泽镇育
田村党总支书记潘秋云侃侃而谈。“华为青浦研发中心落地
金泽，真的为上海西郊这个静谧安逸的小镇带来了无限可
能。”

53岁的潘秋云是土生土长的育田村人。他告诉记者，
多年来当地人主要以种水稻、养鱼为生。“2017年 11月，
村里召开华为项目一期动员会，这对我们这个小村庄来
说，简直就是‘爆炸性新闻’，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项目竟
然到了我们村里！”谈到这里，潘秋云难掩激动。

落地金泽西岑地区的华为青浦研发中心项目，秉承现
代化工作场所与生态绿色的湖区环境共融共享的建设理
念，规划用地 2400多亩，拟建建筑面积 220万平方米以
上，计划投资 100多亿元。项目优先承载华为无线网络和
物联网研发等业务，是华为面向多元化产业深度布局的一
环。该项目必将加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金泽，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速增能。

2019年 1月 17日，华为青浦研发基地顺利完成土地摘
牌，这是青浦区与华为合作共进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华
为青浦研发中心项目迈入开工建设的高速发展阶段。“该项
目的摘牌是华为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深度参
与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布局，也为
青浦打造‘上海之门’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青浦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0年 9月，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破土动工，初步预计
基建工程将于2023年完工。一些配套项目也已启动：华为
动迁安置房于年中竣工，轨交17号线西延伸段已开工，研
发中心周边多条配套道路也已开工。未来，育田村人盼望
的便捷交通、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等，都将在家门口实现。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的规划图上显示，整个项目将打造
“微型经典袖珍城市、现代经典建筑博物馆”，包括广场小
镇、城市街区、山顶聚落、森林小镇、城市大学院落、城
市经典轴线和水镇等各具特色的建筑，是集研发、中试、

办公和培训于一体的多功能混合型社区。建成后，园区内
部短驳交通将使用小火车和游船小艇，方便员工在不同建
筑间穿梭。

未来，随着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启用，金泽镇也将由
“西劳东输”的人才输出镇转变成“东才西进”的人才集聚
镇，华为青浦研发中心预计将有 3万余名科研人才导入金
泽。同时，华为的产业集聚效应也将吸引上下游产业链在
周边集聚，西岑科创中心应运而生。

西岑科创中心规划占地约3000亩，选址华为研发中心
以西区域。科创中心项目将携手华为一同发展高端信息技
术等产业，提升区域产业整体能级，全力培育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东部设施齐全、环境优美、产城融合的特色中
心，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要的创新产业集群。此
外，西岑科创中心还将与轨交17号线、环淀山湖区域、蓝
色珠链等周边区域功能联动，承接华为溢出效应，布局配

套高端商务研发中心，打造文体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
青浦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着华为项目落地的“东

风”，承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进博会两大国家战略，青浦
正借助上海东西发展轴上数字经济集聚的优势，整合青浦
北斗创新基地、市西软件信息园、人工智能产业园、西岑
科创中心等数字经济载体，向东对接张江科技城和中心城
区，向西联动长三角节点城市，打响“长三角数字干线”
品牌，加快集聚形成万亿级数字经济带。

潘秋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对华为项目多持观望态
度，首批 169户村民签约花了近一年时间。到了 2020年华
为二期动迁，因为对项目逐渐了解，加上眼看着得房率高
达88.5%的安置房拔地而起，高品质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育
田村人心动了，二期 96户人家 7天内就完成签约。“最近，
就连我在美国工作的同学也询问我华为项目的推进情况，
打算回国发展了！” （茅冠隽 张婧）

青西小镇里来了百亿级大项目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给金泽镇带来无限可能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设计图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破土动工

万亿级数字经济带加快集聚

把最好的资源
给百姓

环城水系公园打通河岸
还“水”于民

家住青浦区盈港路“诚中城”小区的张红是个广场舞
爱好者，只要天气允许，每天晚饭后都要和小区里的姐妹
聚在一起跳舞放松。以往，她最大的烦恼是没有跳舞的好
去处，“如今我常去上善广场跳舞，那里原来是小区边上
一片荒地，现在成了一个有滨水观光走廊、音乐喷泉、游
艇码头的景点”。

上善广场是青浦区环城水系公园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目前，环城水系公园一、二期全部建成，这个没有围墙的
环状公园，如同一条翡翠玉带环绕着青浦新城，打通的滨
水河岸成为市民游客茶余饭后休憩的好去处。

青浦因水而生、依水而建，水是青浦最大的资源。上
海青浦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浩全程参与
环城水系公园项目规划、设计等工作。他说，在淀浦河、
油墩港、上达河和西大盈港等青浦新城主干河道边，以前
有不少生产、生活设施，比如面粉厂、水泥厂、热电厂以
及砂石料码头等，随着城市建设步伐推进，这些设施逐渐
失去往日生产功能。“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百姓对休
憩、健身的需求越来越明显，清退沿岸‘低小散’企业、
改善滨水环境、开放水岸空间是民心所向。”

如何打通河岸、还水于民？从2014年开始，青浦区相
关部门就着手研究水岸空间开放问题，最终提出建设环城
水系公园的目标。顾名思义，环城水系公园主打“水”概
念，不是传统的块状公园而是呈环状布局。这个公园点位
分布离散、选址灵活、贴近百姓生活空间，用新城骨干河
道串联起周边的崧泽遗址公园、古塔公园等公园资源。

环城水系公园是青浦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民生工程——
内外圈滨水绿道全长 43公里，有 3000亩滨水开放空间、
35处休闲运动健身场地、18座码头，沿岸串起上善广场、
水城门等多个“网红”景点。

环城水系公园建设的不仅是硬件，更植入了文化内
涵，再现古代“水城门”等景点，系统展示青浦厚重的水
文化、漕运文化，让青浦新城有温度、有记忆、可阅读。

张浩告诉记者，青浦的老城厢曾设有东门、南门、北
门、小西门和西门等几个城门，有近 450年历史。据文献
记载，在陆路不便、水路发达的时期，青浦还有“水城
门”。青浦籍作家孙绍振在《怀念城墙》一文中形容青浦
老城墙旧得“像生了几百年的癣一样，斑斓驳蚀”。

在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经过各部门商议，“重建水
城门”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对历史原形的复制和还原，
一座既充满历史记忆又焕然一新的水城门已出现在人们眼
前。水城门是环城水系公园淀浦河梦蝶岛区域的标志性景
观，城门上有二层中式仿古城楼，城楼总高约12米。庄严
大气的水城门矗立在波光粼粼的漕港之上，仿佛把市民带
入青浦老城厢的生活场景。

淀浦河南侧有座万寿塔，已有近 300年历史，塔院右
侧曾建青溪书院，王昶、俞樾等文人雅士曾在那里驻足停
歇、传道授业。在环城水系公园二期建设中，重建青溪园
是重要工程之一。上海青浦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规
划建设部经理夏健说：“通过复建青溪书院这一历史建
筑，可以传承青浦重学、重教传统，弘扬青浦文化气
质。”如今的青溪园非常热闹，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环城水系公园三期项目今年开工建设。未来，环城水
系公园将真正成为青浦的“城市客厅”。（茅冠隽 李艳丽）

做好“水文章” 开放水岸

锻造硬件 植入文化内涵

水城门

环城水系公园·长岛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