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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悦读

事件篇｜命
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的“逃警报”斗争

▲上世纪40年代的杨树浦发电厂

▲杨树浦发电厂和上海船厂史料中关于逃警报斗争的记载▲《申报》1941年4月17日报道了新怡和杠棒工人的罢工斗争

组建沪东工人地下军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宁武路226号，原日本武田药厂仓库。1945年夏，沪东地下军曾在此夺
取燃烧弹运送给新四军淞沪支队

张志洪（又名史非）
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委员、沪

东重工业系统工人地下军负责人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军队的封
锁，新怡和纱厂近 7000 纱锭的花衣
包和棉纱以及1200台布机的成品布
匹，全靠黄浦江水道由杠棒工人搬运
和装送。杠棒工的工作不但时间长，
劳动强度高，而且十分危险，一不小
心就会从跳板上跌落。杠棒工每天
踩着跳板把原料卸在码头上，又把成
品扛上运输船。杠棒工们一天干到
晚还不能求得温饱。不但在经济上
受尽剥削，而且杠棒工人在厂内毫无
地位，他们不属厂内正式工人，以包
工计件形式为怡和厂装卸成品和原
料，两个工人合扛一包 500 斤的花
衣，厂方只付给 1 角 8 分钱作为报
酬。为此，杠棒工人要求资方提高酬
金，经斗争，资方同意把计件工资提
高到每包2角2分，但仍低于外厂同
行的每包2角4分的酬金，杠棒工人
要求达到同行酬金标准，遭厂方拒
绝。

1941 年 4 月 14 日，新怡和纱厂
全体杠棒工人为增加酬金至每包 2
角 4 分，举行罢工，致使该厂的成品
在码头上堆积如山，原料船上的花衣
包也无法卸下。

15日，厂内原棉告罄，再不运来
将停产。当晚，资方见杠棒工人已经
离厂，迅速动用由中外籍职员、临时
雇工组成的“临时运输队”，把花衣包

从码头抢运进车间，以保证棉纺生产
的需求。厂方同时下令解雇所有杠
棒工人，不准他们再进入工厂。

16日晨，30多名杠棒工人混在
上早班的工人中进了厂，还有 10 多
名被阻拦在厂门外。已进厂的杠棒
工人狠揍印度门警，并打开大门，放
工友进厂。厂方报警，榆林路、格兰
路（今隆昌路）、提篮桥3个巡捕房出
动100多名探捕，把几十名杠棒工人
团团围住，用警棍殴打驱赶。杠棒工
人拾起木棍、铁棒做武器，奋起自
卫。在激烈搏斗中，警方开枪镇压，
三名工人倒在血泊中，30 余名工人
受伤，其中有的重伤，酿成了“杠棒工
人血案”。

血案震惊了上海及全国，4月17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
了新怡和杠棒工人伤亡的消息。

同日，《申报》以“怡和惨案，工人
伤毙”为题，报道了事件真相。《中华
日报》也于17日撰文“吁请社会依法
惩办肇祸的该厂经理。”

血案引起新怡和全厂工人的愤
怒和抗议，地下党组织审时度势，做
出了正确决策，布厂、麻厂、纱厂的工
人相继加入了罢工斗争的行列，提出
了复工的10项条件，4月29日，劳资
双方达成 14 条复工协议，罢工斗争
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后期，因美军飞机对上
海日本军事设施的轰炸，市民特别是
沪东工人对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以

“逃警报”的形式发展到高潮。
由于上海是日军侵略东南亚和

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根据地，日军的许
多重要给养，都是在上海生产、储存
和转运的，所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的反攻，必然要对上海采取军事行
动。1944年6月以后，美军经常派飞
机进行高空侦察，进而开始轰炸军事
目标。上海的空袭警报几乎天天都
有，轰鸣响声不绝于耳。

1944 年 7 月 6 日凌晨，美军 B29
轰炸机第一次向上海投掷炸弹。发
电厂是上海动力的心脏，自然成为美
军轰炸的首选目标。

11 月 11 日上午，美机轰炸了杨
树浦发电厂，10余枚重磅炸弹命中电
厂，两名锅炉工被炸身亡。驻厂日本
海军陆战队立即封锁厂区，不让工人

外出。电厂被炸后，全厂一片混乱。
上海地下党认为必须首先保证工人
的生命安全，遇有空袭，组织工人立
即离厂躲避，决定通过领班向厂方提
出：给死难工人家属发抚恤费，空袭
时允许工人出厂躲避，发给生活补贴
等三个条件。

21 日，美机又来轰炸。上午 10
时左右，警报响起，工人们纷纷离开
车间，蜂拥至大门，然后迅速打开大
门，冲出厂区，分散隐蔽在离厂较远
的安全地带。午后警报解除，仍不见
工人回厂。日本军方催促迅速发电，
日本资方害怕停电导致生产瘫痪，被
迫答应工人的要求。

从此，每逢空袭警报响起，厂里
就打开大门放工人出厂躲避。警报
解除后，凡回厂上班的，加发三天工
资。如有被炸伤的，养伤期间的工资
照发，医药费由厂方负担，对遇难者
发给相当于本人 20 年工资的抚恤

金。
面对日益频繁的空袭警报，工人

们“逃警报”斗争也愈演愈烈，面也愈
来愈广，从电厂、船厂波及到纺织业、
制造业。对此，沪东地下党向各厂党
支部布置任务，各厂纷纷向日本人提
出，空袭时要放工人出厂，离厂期间
工资照友，发生伤亡厂方负责抚恤。
从这以后，凡遇警报，沪东各工厂工
人就冲出厂门，使日本人无法进行正
常生产。工人们还利用“逃警报”将
生产工具带出厂外。凡此，只要空袭
警报一响，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带领工
人外出“逃警报”。

不断的空袭警报，使敌占工厂的
军工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半停顿状
态。党组织采取“逃警报”的斗争方
式，既保护了工人群众的生命安全，
又打击、拖延了敌人的军火生产，同
时还为工人争取到了非常时期的经
济利益。

1944 年 10 月，为迎接抗战的胜
利，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市工委决
定在沪东裕丰、大康、同兴等纱厂和
英联、东华、丰田、亚细亚等机器厂的
工人中，秘密开展组织沪东工人地下
军的工作。沪东工人地下军分为纺
织业和机器业两个分队。纺织业分
队有 10 余名地下军战士，机器业分
队有20余名战士。

地下军初步组织起来后，首要问

题是尽快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
自己。同兴纱厂党支部书记徐国仁
听说日本人在清花间的地弄里藏有
枪支，决定亲自去探个虚实。1945年
4 月 21 日，他乘黑夜进了地弄，发现
那里藏有 7 支“三八”式步枪，1 挺捷
克式轻机枪，还有数十发子弹和两把
刺刀。党组织研究决定设法取出。
经过周密布置，徐国仁在大康、裕丰
纱厂八、九人组成的地下军小分队接
应下，将这批武器偷偷取出，先埋藏
在一个工人家的祖坟里。后来，这批
武器被秘密运往新四军。

地下军从日商武田药厂（现宁
武路 226 号）地下党员那里得知，该
厂名义上是药厂，实际上是在制造
军用燃烧弹。党组织要地下军设法
夺取一部分来支援新四军。经过侦
察，了解到该厂晚间只有日本大班
一家住在楼上，楼下有两名印度人
看门。经过缜密策划，1945 年 8 月
初的一天晚上，4名地下军战士趁着
夜色，骑自行车来到弹药库房，由两
名队员在周围警戒，两名队员敲开
了 大 门 ，警 告 印 度 门 卫 ：“ 我 们
是××部队的，要买4箱燃烧弹派急
用场。”印度人一见慌了手脚，结结
巴巴地说：“这个不卖，大班就在楼
上。”地下军分队长张志洪便亮出了

手枪和手铐说：“今天不卖也得卖，
日本人已经完蛋，识相点。”最后两
个印度人只得乖乖地提出了 4 箱燃
烧弹（计320枚）。四人兵不血刃，把
4箱燃烧弹绑在自行车上，很快消失
在夜幕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后
来，这批燃烧弹很快被运到了青浦
新四军淞沪支队。

还有一次，2名地下军战士骑自
行车化装出动，先后从驻守在平凉路
桥等处的伪警察手中缴获了两支枪，
用以来武装自己。

地下军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打击
日伪汉奸，开展政治攻势，警告工贼
走狗，不要为虎作伥。

沪东一些纱厂的工人地下军还
为新四军进上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包括侦察敌情，熟悉本地区的地
形等。还在抗战胜利前夕及抗战胜
利的时刻，秘密张贴和散发了大量标
语、传单。

后来，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蒋
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垄断了中国战
区日军受降的权力，还勾结伪军阻止
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的缴械投降
和进军京沪等大城市。1945 年 8 月
2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停止起义的电
令，上海地下党工委于同年9月及时
结束了工人地下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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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模式激活社区自治内生动力

5月29日，一场名为“文明的主人，可爱的狗狗”宠物犬擂台赛在四平路社区举行，活动旨在鼓励居民文明养犬，构
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一批居民还联合发出了关于“文明养犬、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 ■种楠 摄

长白新村街道加强推进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工作

“六一”活动集锦

科创团组织成立1年成果喜人

“微讲座”开进红星养老院

团区委
本报讯 6月1日，团区委联合区

青年联合会、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举
办了“六个阶梯，一个梦想”杨浦区各
界青年“六一”亲子公益派对。活动
由金鸡下蛋、小猫钓鱼、海底寻宝等
六个游戏组成，象征着健康、快乐、智
慧、积极、团结和进取六个阶梯。团
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能增进父母与孩子间的感情，并
用游戏激发出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 ■陈玲

五角场街道
本报讯 6月2日，五角场街道妇

联联合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创意儿
童专业委员会，在国定路三号湾广场
举办了主题为“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的“庆六一”亲子嘉年华活动。主办
方通过组织亲子互动、低碳生活经验
分享、环保低碳知识问答、品格游戏、
手工蝴蝶 DIY 等活动，传播科学育
儿理念，促进孩子快乐健康成长。当
天共有五角场社区 100 多名儿童和
家长一起参加活动，并从中评选出了

“低碳生活小使者”。 ■周琳

长白新村街道
本报讯 6月1日，首届上海市民

文化节长白社区日开展“相聚六一，
共筑美好家园”暨“端午民俗文化进
社区”活动。社区单位青年志愿者和

“七彩小屋”“书香伙伴”新上海人家
庭子女欢聚一堂，巴士电车公司以及
安利志愿者作为“圆梦使者”，为7名
家庭条件较困难的孩子送上《哈利波
特》系列书籍、旱冰鞋、遥控电动车、
复读机等礼物。 ■刘竹一

五角场镇
本报讯 5 月 31 日下午，五角场

镇妇儿委在杨浦小学举办了以“聚欢
乐童心，建宜居社区”为主题的庆“六
一”活动。此次活动还举办了“欢乐
童心、美丽家园”美术作品展、儿童低

碳作品展示、绿色家庭金点子征集活
动评选颁奖以及以传统弄堂游戏为
比赛内容的绿色健康家庭小型运动
会。记者了解到，“六一”儿童节期
间，五角场镇妇儿委还开展了帮困助
学“温暖行”活动，为辖区内 24 名困
难儿童送上书本、书包、文具等学习
用品以及慰问金。 ■毛海萍

控江路街道
本报讯 5 月 31 日，在控江路街

道妇联举办的“七彩六一·快乐童年”
家庭主题日活动分会场里，一堂针对
青少年的情绪管理公益课正在开
讲。前来听课的都是来自二联小学
的四年级学生，老师通过与孩子们分
享讨论、情景模拟、体验式团队游戏，
教孩子们如何正确辨识自己的正、负
面情绪，学习如何应对负情绪以及培
养积极乐观的正能量。 ■边勤谊

江浦路街道
本报讯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期

间，江浦路街道结合“六一”国际儿童
节开展了“江浦社区日”活动，组织辖
区内家庭开展亲子同乐、经典影片赏
析、亲子嘉年华、少儿书法作品展等
一系列文化活动。 ■陈玲

中原幼稚园
本报讯 5 月 31 日，在中原幼稚

园上演了一场特殊的时装秀。96位
小朋友及百余位家长废物利用，制作
出一件件“环保时装”，爸爸妈妈还带
着孩子们走上“T台”，摆出各种可爱
造型进行展示。 ■郑潇萌

上海市二十五中学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上海市二十

五中学第十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闭
幕式举行，与往届相比，本届闭幕式
首次与“六一”系列活动相结合，学生
们用歌舞、相声、朗诵等形式庆祝属
于自己的节日。闭幕式结束后，还开
展了师生包粽子、插花比赛、香袋制
作比赛等活动。 ■刘雪峰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居民区的活力在于老百
姓的参与度，居委会的生命力在于自
治功能的彰显。近年来，腾出更多精
力开展自治活动是各居委会努力的方
向，然而有时居委会干部也会对“居民
自治”这个有些抽象的概念感到困惑：
如今楼越住越高，人和人距离越来越
远，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容易打开局面，
如何提高居民自治水平？

5 月 30 日，长白新村街道加强居
委会自治能力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提供
了三个鲜活案例，分别摸索创建了三
种各具特色的自治模式，充分调动居
民参与社区自治管理的积极性，为社
区自治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零距离”的大楼模式
红色沙发椅、小茶几、绿色盆栽、

风景照片……家庭式的装修让内江大
楼居委会充满温馨氛围，取名“居民客

厅”可谓恰如其分。同时，居委会办公
区域被巧妙隔开，居民走进“客厅”就
如同回家般放松，大大拉近了情感距
离，使群众在“聊家常”的过程中参与
居民自治，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不过，办公区域时常空空荡荡，
除了每天当班的居委会成员留守“客
厅”外，担当“全科医生”专职接待居
民，其余成员回归“走百家门、知百家
情、解百家难”的优良传统，每天在小
区内开展“走访式服务”。根据居委会
的规章制度，每一次走访情况都详细
记录在工作日记中，有迹可循，包括居
民的需求、反馈和签名，确保走访的真
实有效。

为了方便居民，居委会还就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的19项业务，向居民提
供代理服务，践行“我们把居民当家
人，居民把我们当亲人”的理念。同
时，每周二、五的下午，受理中心都会
派出两名“服务明星”来到居委会，现
场办理这19项业务。

“零盲点”的安图模式
安图管家中心吸收了近300名志

愿者参与，分为服务管家、生活管家、
文娱管家和平安管家。各类管家深入
社区引导居民从关注自身到关注他
人，从关注自家到关注大家共同生活
的社区，铺开一张寻找问题、发现问题
的大网。同时，居委会与自治群团建
立起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管家议事
堂每季召开例会，反映居民呼声，共商
社区事宜，搭建起一个商议问题、解决
问题的平台。

安图长白二村206号曾有个违章
搭建的凉棚，十多年来一直令居民怨
声载道，如简单拆除只能“治标”。管
家中心成员通过议事堂，召集居民开
会，广泛听取意见，提出折中办法，最
终达成一致，成功拆除凉棚，搭起公用
晾衣架。居委会欣喜地发现，用居民
自己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实施过
程遇到的阻力与困难要小得多。

“管家中心”、“管家议事堂”、“兴
侨坊”自运作以来，全部由社区志愿
者、团队骨干进行自我管理，自发订立
相关制度，自行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目
前对小区居民涉及生活起居、家庭保
健、环境卫生等需求，完全做到了“有
求必应，有应必行，有行必果”。

“零干涉”的长二（1）模式
依靠单个部门以行政手段化解物

业管理问题的传统做法往往走不通，
物业也成了社会管理的薄弱点。长二
（1）的“自助物业”就很好结合了社区
共治与居民自治，走出了一条“新路”。

长二（1）居委会所辖的长华绿苑
小区建于 2002 年，建筑面积近 27000
平方米，业主住宅230户，沿街店面28
户，居民800余人。建成以来，由于物
业费规模总量过小，小区先后被两家
物业公司“抛盘”。自2011年1月起，
小区开始实行物业自主管理的新模
式，由业主大会推选产生了业委会和

监事会。
监事会对业委会的人员管理和财

务状况实行监督；业委会承担小区物
业管理职能，下设 5 个由业主志愿者
担任的工作组，同时聘请一名物业经
理。通过自管，小区物业费收缴率高
达99.9%，未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
被评为市级文明小区。

今年，该居民区不仅成功将每平
方米的物业管理费提高了0.2元，为今
后物业自行管理正常运作奠定了基
础，还使得积余资金达到 20 余万元，
是前物业公司管理9年期间积余6万
元的三倍多。经过业主讨论决定，今
年部分积余资金将投入到小区的建设
和改造中。

业委会主任欣喜地介绍，小区里
30%至40%的居民积极参与环境整治
之类的物业自管活动，因为工作忙、平
时参加不了自治活动的居民，也经常
对参加活动的居民表达赞扬和肯定，
并自觉按规缴纳物业费。

■实习生 郑潇萌

本报讯 5 月 30 日，在殷行社区
（街道）团工委的牵线搭桥下，红星
养老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班及社
区（街道）团工委签署合作协议书，达
成大学生志愿者与养老院的长期合
作意愿。

据介绍，此次，学生们为老服务
不再只是读报、聊家常或者打扫卫
生，协议书签订后，复旦大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每次会选派 5－6 名学
生，每月一次轮流为老人开设关于时
事政治、民生、法律、养生方面的“微
讲座”。学生们还会制作信息反馈
卡，调查满意度，并让老人们挑选下
一期讲座内容。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日前，上海杨浦科技创
新（集团）有限公司团委荣获上海市
非公企业团建“争先创优”工作先进
团组织称号。科创集团兼并重组后，
于去年 5 月成立团组织，短短一年
里，这已是科创团委继“创智漂流”项
目后，获得的第二个市级荣誉。

服务青年，面向园区非公企业
本月初，科创团委联合集团人力

资源部，组织青年员工开展户外拓展
活动，以徒步的方式参观了南汇滴水
湖与东海大桥大指头山。来自集团
公司本部、知创公司、科投公司、北岛
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的近 40 名青年
员工参加了此次徒步。

像这样的活动，科创团委几乎每
个月都会举办几次。目前，科创集团
共有 3 个品牌社团，即戏剧社、英语
俱乐部、摄影俱乐部，在工作之余，定
期组织青年员工开展活动。一年来，
这些社团已逐渐发展成为服务青年
员工的有效载体。不少员工在参加
活动后表示，“在活动中结交了新朋

友”，“对集团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联系工作时找人更方便了”。

除了服务集团员工，科创团组织
的很多活动还面向下属园区和国资
系统六大集团。比如科创集团与瑞
安集团合作开展的创智天地戏剧社，
就在白领青年中广受好评，很多会员
还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今年起，
区属六大集团员工也将加入到戏剧
社的行列中来。

集团团委书记沈吉介绍，科创集
团整合重组以来，员工年龄日趋年轻
化，但下属各公司的业务差异较大，
平时青年员工忙于工作，很少有交
集。“团委组织这些活动，一方面是培
养青年员工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的精
神，另一方面，希望为青年员工搭建
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激发他们在
工作中涌现更多创意。”

项目建设，让青年成为主力军
母亲节那天，科创团委的志愿者

们来到“失独家庭”高女士的家中，陪
她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节日。高女
士的独生子三年前因病去世，过世时
只有三十岁。几年来高女士一直郁

郁寡欢，是志愿者们全方位的贴心服
务，给她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团员
们一周一次的温馨问候，一月一次的
上门拜访，一季度一次的文体活动，
一年一次的生日联谊，让高女士逐渐
走出阴影，人也变得开朗起来。

团委志愿者高歆告诉记者，在为
“失独家庭”父母提供关爱的同时，自
己也接受了一次感恩教育，“通过与
高阿姨的交流，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
操劳，明白了他们那代人生活的艰
辛，相比之下，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
挫折是多么微不足道。”

关爱“失独家庭”是科创团委推
出的三大志愿服务项目之一，此外，
科创团委还吸收了五高科团工委的
传统优秀志愿者项目——江西南丰
小学支教。今年4月至6月间，科创
集团先后组织 6 名青年志愿者赴江
西南丰小学进行支教，并组织爱心蜜
桔团购活动，把全部款项捐给了江西
当地的希望小学。

今年起，科创团委将通过项目建
设，丰富团组织活动的载体，记录下
青年员工在科创工作、学习期间，贡
献青春、智慧、力量的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