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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重温历史历史记忆记忆 探寻长春宽城探寻长春宽城发展发展进程进程

本版撰稿：商西雨

（部分资料参考自《长春市宽城区志》）

1948年 10月 17日 20时左右，东

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独立第七师三

团副团长胡应臣率领部队从长春北部

宋家洼子出发，经由电台发射塔附近

进入城区，跨过铁路，直奔火车站，接

收火车站到宝山百货商店（现欧亚新

发）一线防地，尔后沿北平大路（现北

京大街）一线部署，接手国民党60军

起义部队防区。

70多年过去了，原来的铁北城郊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近日，笔者沿

着三团入城的足迹，踏察宽城发展的

点滴。

76年前，三团入城时的驻地，在宋家

洼子。20世纪3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小

村落，1941年才规划、设计并修建柳影路、

宋家路、扶余路、富丰路、白狗街（今农安

南北街）、榆树南北街、菜市南北街等街路

和一些胡同，使宋家洼子街区粗具规模。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区域散布工厂，

车轮厂、车厢厂、化油器厂、塑料厂等环绕

周边。直到2007年以前，这里仍然是一片

平房区，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2007年棚

户区改造，其中有一个小区，叫富丰家园，

上楼后的居民仍然抱着关起门只过自家日

子的观念，社区归属感一直上不来。

从国营宽城区第七塑料厂退休的老

党员张秀英，和老伴梁金华商量后，立志

要带领大家改变小区的模样。2012年初

春，张秀英夫妇俩在小区里，用一根2米

多长的木制旗杆，第一次在小区里升起了

五星红旗。就这样，富丰家园小区每周一

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一直到今天，风雨

无阻，从未间断。参加升旗仪式的，也从

最开始张秀英、梁金华两人，到不断有居

民加入，再到不断有慕名而来的更多人加

入。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富丰家园在党

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原来小区里的一片空地，被建成

了升旗广场，安装了休闲长椅，配上了健

身器材，建成了网格党群服务站。

在富丰家园的升旗广场上，有一座雕

塑，上面写着“永远跟党走”。小区居民

说，现在过的是幸福的“小日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宽城区街路

建设重点集中在铁南区域。1982

年，扩建西道口桥洞。1983年，扩

建凯旋路，将原有路面由9米拓宽

为26米。1989年，完成青年路扩

建。2012年8月，坐落于青年路与

新月路交会处的长春住邦城市广

场盛大开业。宋家洼子西部的这

一地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

成为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商业中心。

这座14万立方米的商业综合

体，在空间设计和环境营造上，融

合娱乐性、互动性、文化性、情境性

和个性化特点；在业态配比上，6层

功能性区域涵盖了传统百货、休闲

潮品、文体教育、美食娱乐，满足市

民吃、喝、玩、乐、购的一站式需求；

吸纳经营业主900余户，从业人员

2000余人。

住邦广场周边，4大社区、32个

住宅小区环绕，辐射消费群体200

余万人。一幅巨大的宜居宜业画

卷由此徐徐展开，老城的温暖记

忆，新城的价值血脉，在这里衍生

不息。

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

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70余年来，宋家洼子由聚而

邑，由邑而城，已经发展成为长春

铁北的重要商圈。

打开2009年12月22日出版的《吉林日报》，你会

读到一篇报道，题目为《“北部新城”崛起 彰显新气象

大效应“六区一城”建设 托起新宽城大格局》。是的，

短短三年多时间，从“城市后院”到北部新城，宽城区华

丽转身，完成了从茧到蝶的蜕变。

而此前，这里还被人们称为长春新城发展的沉重

之地。为改写这一历史，长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提出“改造大铁北，建设北部新城”发展战略。2008年，

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三城两区”整体发展战略，

北部新城再次被纳入长春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的重中

之重。

早在2006年4月10日，长春市就召开了长春市暨

宽城区“改造大铁北、建设北部新城”动员大会，会上对

改造铁北、建设北部新城作了具体的部署。省市领导

在会上指出，改造铁北、建设北部新城是一项惠及百姓

的“民心工程”，全市上下要齐心协力，把铁北这一昔日

的“城市后院”变为长春人民引以为豪的“城市客厅”，

彻底改变铁北的形象，提高长春整个城市的品位。

铁北开发的关键节点，就是当时五二三电台的搬

迁。建于1934年的无线电发射台，新中国成立后改称

“国家广电总局523电台”，搬迁前一直发挥着巨大作

用。但由于电台的客观要求，周边不能有两层以上的

建筑物，宛如迷宫般的居民棚户区簇拥着电台，小胡同

窄得无法让两辆自行车并行。时任宽城区发展和改革

局经济综合科科长的孟炜彤说，“从地面算起，周围建

筑仰角不准超过3度。”

今天，你站在五二三电台旧址往西看，南侧，是环境

优美、聚拢周边居民的宽府公园，北侧是宽敞明亮、舒展

大气的宽城区政府大楼，再往北，则是人气爆棚的中东

商圈了。当年三团入城路过的电台发射塔已搬迁他处。

当年三团从五二三电台到长春火车站，

必经之处是杨家崴子。如今，这里是宽城区

团山街道辖区。比街道有名号的，是长山花

园社区。比社区更有名号的，是原社区第一

书记吴亚琴。吴亚琴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她

说，“居民就是我亲人”。

长山花园小区11栋旧楼

住的是已解散了的三线企

业的职工，有3100户家

庭 、7000 名居民。

在吴亚琴的带领

下，长山花园社

区由一个“老旧

散、脏乱差”的

弃管小区蝶变

为“花园式典范

小区”。小区先后

荣获“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社区”“全

国充分就业社区”“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全国老年友好社区”等

十几项称号。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长山花园社区，对“四级”社区党建网

络工作体系及“三长”社区管理体系表示肯

定，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吴亚琴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时代楷模、

吉林省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中国“小

巷总理”之星、“中国社区志愿者之星”等荣

誉。2016年7月，吴亚琴被评为“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2017年2月28日，获三八红旗

手标兵称号。2019年9月25日，被授予“最

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11月，荣获第八届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22年，当选二十大

代表并进京参会。

2022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

《人人都是主人翁，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

幸福美好》为题，报道了长山花园社区做好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事迹。

1948年，三团入城的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地下室。这

座始建于1907年的百年建筑，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740平方米。采用维也纳分离派建筑风格，建成时就有高

档的客房、餐厅、会议室、车库等，能提供水电、暖气。铁路宾

馆曾是长春市最早、最先进的一座大型建筑，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宾馆。末代皇帝溥仪用过的镜子，至今仍完好保

留在宾馆。位于迎宾楼的玻璃海鸥壁雕画与宾馆携手走过

百年，完好地保持了历史的原貌。

1948年长春解放后，旅馆由长春铁路局接管。1955年

更名为“吉林宾馆”，成为我省第一家省级宾馆和重要的接待

场所，接待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5年 7月，宾馆改名为“春谊宾馆”，取长春友谊之

意。1993年，宾馆扩建至3万平方米，变成了设施先进、功能

齐全的知名商旅宾馆。

宾馆东侧的黑水路、光复路商圈和水产市场，至今仍然

是长春居民的“大众衣橱”“百味调料盒”“海鲜盘子”。

三团在接收国民党三十

八师投诚前，曾在中山公园

东西两侧警戒国民党新七

军。这座始建于1915年的现

代公园，先后被命名为“头道

沟公园”“西公园”“中山公

园”。1948年3月31日，正式

更名为“胜利公园”。

公园占地 24.5 万平方

米，从东向西呈长方形，绿化

树木多达 83 种，绿地率达

88%。园内正门广场毛主席塑

像巍然耸立，公园西南端的方

华烈士纪念碑静卧松荫。

如今的胜利公园，是附

近居民休闲健身的不二之

选。每当夕阳西下，成群结

队的居民在这里跳舞、唱歌、

徒步、打球，尽享宽城发展的

安定祥和。

70余年弹指一挥，宽城

的发展日新月异。截至2023

年，宽城区人口达66.9万，拥

有各类经营主体13.99万户，

学校42所，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447家，各类养老机构30

家，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可实

现312亿元。一个崭新的宽

城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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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就是我亲人”

百年老店 广结长春友谊

百年公园 健身休闲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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