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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在

乡 村 振 兴 中

演 绎 出 钢 城

变 花 谷 的 鲜

活故事。

（本版照
片除署名外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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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月浦镇聚源桥村，沿着一

丛丛金桔树行至尽头，一座半地堡式

碉堡遗迹出现在人们面前。碉堡上方

的不规则形状、断壁上密密麻麻的弹

孔……从残留遗迹中，依稀能想象当

年战场炮火轰炸的激烈场景。

解放上海战役中，月浦攻坚战无

疑是其中激烈一仗。作为进入吴淞、

宝山的唯一主要门户，地处宝山西北

角的月浦镇地形易守难攻。经过整整

两昼夜鏖战，75年前的5月15日拂

晓，人民解放军攻占月浦街区，并固

守阵地近10天。此后，在兄弟部队

配合下，一举攻占月浦东南高地，打

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解放上海

战役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259团团长胡文杰身中七块弹片，壮

烈牺牲。他也是这场战役中牺牲的我

军军职最高的指挥员。

如今，这段红色记忆犹存。曾经

的碉堡遗迹上“长”出了红色展示

馆。多方努力推动下，聚源桥村内一

处闲置农用设施房化身红色场馆。恰

逢上海解放75周年，这处场馆焕新

升级，梳理更新讲解资料、粉刷翻修

展陈空间，更生动鲜活地再现“战上

海”的红色岁月。

守住碉堡遗迹

作为吴淞、宝山防御阵地的西大

门，月浦是兵家必争之地，双方在此

集结重兵，并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曾有人历数过月浦地区的碉堡，

大大小小多达321个。一般碉堡每90

度开一个射击孔，而驻扎于此的许多

碉堡，每 18度就有一个火力攻击

点，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时光荏

苒，大多数碉堡在岁月长河中消逝。

坐落于聚源桥村内的这处碉堡因种种

原因有幸留存。

然而，月浦镇相关负责人实地踏

勘时却发现，这处碉堡属于半地堡式

结构，其中一半建筑部分藏身地下。

经年累月，地下空间已泥泞不堪。相

关部门专程为这座碉堡重建了排水沟

渠，避免污水倒灌。

光秃秃的碉堡难以呈现完整丰富

的红色故事。在文史部门指导下，月

浦镇、聚源桥村相关负责人为这座被

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碉堡竖立铭

牌，更从历史文献中还原战斗场景，

并将其雕成铜牌放置在碉堡前，直观

鲜活地呈现那段沧桑过往。

多年来，有无数老兵来此参观。

从他们的交谈中获得启发，月浦镇曾

牵头举行过数场座谈会。在月浦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王晨看来，一

场场认真严谨的红色历史研究会，不

断丰富着这段红色历史和故事。

留住根与魂

碉堡遗迹所在的聚源桥村，此前

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正积

极挖掘辖区红色资源历史。在此契机

下，红色文化展示馆也顺利投建使

用。

知晓开馆的消息后，有烈士家人

精心整理了他的遗物，并将其尽数捐

赠给聚源桥村红色文化展示馆。“用

身边的红色故事，给后来者以启

迪。”聚源桥村红色文化展示馆负责

人这样看待。

展示馆入口处放置着一排英烈们

的铜像，其中一位正是英雄团长胡文

杰。只见他头戴军帽、身着军服，表

情沉着，眼神里透着一股坚毅。

在王晨看来，红色场馆不仅要诉

说烈士们的英勇战斗事迹，更要把红

色故事讲好讲生动，将其内在的红色

文化不断发扬下去。焕新升级后，展

示馆陈列出不少胡文杰的生活照。譬

如，其与妻子唐渠相依合影的温馨画

面；部队出发前，他将儿子胡晓军抱

在怀中，尽显慈父形象。一张张泛黄

照片，令观者穿越时空想象着这位英

雄团长的平凡一面。

不只是英雄团长，在这场艰苦卓

绝的攻坚战中，无数个平凡战士挺身

而出、牺牲奉献，方才牢牢守住了阵

地，换来了解放上海的黎明。此次展

示馆升级，相关部门重新梳理讲解

词，将原先讲解中的某某部队统一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场艰苦战斗中有无数支增援

部队，如果只提及主力部队，这些老

兵寻访时或许会遗憾自己的部队没能

被记录。”王晨说，还有更多红色历

史值得去挖掘、考证、探究，而这座

驻扎在村内的红色展馆犹如根与魂，

也是一座精神丰碑，为无数亲历者留

住念想，也激起奋斗当下的热情。

碉堡残垣弹孔印刻“战上海”烽火岁月
濒临长江入海口的宝山区月浦镇，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过往。

75年前，鏖战月浦成为解放上海战役

中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结束的第二天，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又在

此打下第一根桩。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座经受了血与

火的淬炼，经历了苦难与辉煌的小镇，如何

续写敢为人先的新篇章？腾笼换鸟、花卉

小镇……从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或许可

以窥见这座小镇的跌宕蜕变，以及时不我

待的转型发展。

腾笼换鸟

曾以钢铁制造闻名的月浦镇，正进行

着一场大刀阔斧的转型升级。

为构建南北联动发展模式，月浦镇积

极推动“三高一低”企业腾笼换鸟，推动土

地资源向高效益、高产出、高科技企业集

聚。去年，月浦镇积极调整低效用地6个地

块，盘活产业发展空间66亩。今年，还将重

点推进月杨工业园区整体转型，持续开展

低端产业和低效企业整治。

这场转型并非推翻重来，而是在传统优

势产业的基础上，继续寻觅有发展潜力的新

赛道——“双碳”、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

以“双碳”为例，钢铁企业具有大量低

碳减排需求。制造环节如何降低粉尘污

染、产品出炉后如何匹配“无废城市”建设

需求……数百道生产加工流程中，蕴含大

量应用场景。这也将成为不少企业的创新

场域。

在此契机下，长江湾碳科技园正式开

园。其坐落于月浦工业园区内，是月浦镇

集合镇域资源禀赋倾力打造的绿色低碳产

业园。通过积极引入高校、科研院校和低

碳头部企业，加速推进“双碳”领域技术

专利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推进月浦

工业园区绿色低碳产业集聚，打造“双

碳”创新发展集聚区，推动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

在月浦镇党委书记李强看来，产业转

型必须坚持“看一域而抓全链”。以“双碳”

产业为例，要突出重点，在绿碳、绿能、绿电

等行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转型。

国内首条氮化硼纳米管产线落户月

浦，“全国第一”背后的含金量意味着什

么？相关负责人解释，氮化硼纳米管应用

领域丰富，涉及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生物

医疗等诸多新兴行业。放眼全球，目前仅

有4家企业成功取得相关量产技术，且产能

仅达到公斤级别。有限的产量抬升了材料

价格，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开发应用。未来，

落户月浦的这条产线有望带动周边先进制

造等领域的大规模工业应用，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迭代升级。

落下一子，满盘皆活。这正是月浦镇

在酝酿区域转型中的谋定而动。

钢城变花谷

在新一轮乡村振兴中，敢想敢做的月浦

镇更演绎出“钢城变花谷”的鲜活故事。

过往，人们提及月浦，脑海中浮现的往

往是成片厂房、高大烟囱以及频繁往来的

货轮集卡。45平方公里的镇域面积中，25

平方公里为宝武集团所在区域，这正是月

浦镇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扭转人们的传统印象，月浦镇选择以

一场花艺节为切入点。时间回拨至2018

年，在百花齐放的5月，首届月浦花艺节盛

装启幕。以花艺节为契机，月浦镇积极尝

试发展田间花卉种植，探索“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花卉产业经营模式。以往散

乱的自留地集中归并，摇身一变成为规模

化的月狮村生态花卉种植园。

多年坚持，花艺节从不缺席。顺利播

种的“美丽经济”，更让月浦镇气魄十足地

提出打造“花卉小镇”，甚至专门规划了花

卉土地储备。

由此，一水间、爱萌多肉等创新企业顺

势进驻，并挖掘出“乡村直播”等新业态。

将直播间设在月浦镇聚源桥村的爱萌多

肉，已是颇有名气的网络店铺。当店铺粉

丝依循着导航搜索线下门店的踪影，已很

难将眼前这个琳琅满目的“多肉世界”，与

曾经荒废的加工企业厂房相联系。

盘活仓库、厂房、宅基地等闲置资源，

正是“花卉小镇”全力开垦美丽经济的关键

一招。月浦镇整合条线资源、搭建地企合

作平台，试点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同时，

设置专项奖补资金，为空租补贴、房屋安全

评估、室内装修等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截至目前，月浦镇累计有32幢闲置农宅被

打造为企业办公点、人才公寓、民宿餐饮，

29家企业进驻乡村。

由三位年轻主理人创立的竹隐清境民宿

正是生动缩影。这间精品乡村民宿不仅有咖

啡铺等休闲空间，时令美食作伴，更有以月浦

红色文化为蓝本创造的“乡村剧本杀”。

在相关负责人看来，做厚美丽经济，更

需要抱团出击。以顾泾河为纽带，月狮村、

聚源桥村、沈家桥村先后建成全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由此，月浦镇逐步形成以“一水

连三村”为脉络的“丰”形产业布局，实现

“三村联动”的融合发展格局。其中，“活力

月浦 · 动感乡村”游线更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旅游（春季）精品

景点线路。

钢城变花谷，看似意料之外，可步步走

来，却始终顺应着发展所需，可谓情理之中。

治理共同体

对于曾经带着“厂区”烙印的月浦镇来

说，基层治理属实是一道难题。当诸多退

休居民习惯了曾经的单位托管模式，又如

何激活其内生动力，焕活社区活力？

由月浦镇和宝钢集团能环部共建的

“月园”口袋公园是一个生动范例。公园原

址本是建筑垃圾的临时堆放点。由于其紧

挨着宝莲湖、翡翠园和新月福邸3个居民小

区，因此无奈地陷入“三不管”的“公地”。

谁来管、如何管？围绕着诸多疑问，月

浦镇发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鼓励区域化

党建共建单位积极认领项目。宝钢能环部

作为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参与其中。由

此，垃圾点顺利清除，更与周边绿化连成占

地面积约8300平方米的城市开放空间。设

计中，周边居民更积极贡献金点子，让这座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更符合各方期待。

不只针对“老大难”项目攻坚啃硬，月

浦镇更将其上升为机制层面予以固化。去

年9月，其揭牌了宝山区首个社区公益基金

会，并由辖区内9家爱心企业共同出资，实

施一批群众有需求、治理添活力的社区公

益项目。剖析首批十大公益项目，涉及加

装电梯、社区营造、独居老人关爱、未成年

人保护等众多领域。

在相关负责人看来，基层治理中常面临

个性化难题。在月浦镇，退休职工扎堆的老

社区，年轻人居多的新社区，往往有差异化

需求。创设社区公益基金会，一方面通过特

色项目，避免社区服务中的“一刀切”，让有

限资源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通过立项、讨

论、投票到实施的闭环，更多居民参与其中，

从而培育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氛围和能力。

月浦镇:“红色月浦”淬炼新生

聚源桥村内的碉堡遗迹。 本报记者 王嘉旖摄

月浦公园及附近街区旧貌。

如今的月浦公园一带已是绿意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