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代的解放路道路狭窄
高永秀今年68岁，一家四世同堂

居住在解放路辖区，对于这里一砖一
瓦、一花一木的变化，她如数家珍。见
到高永秀时，她戴着一副眼镜，一头斑
白短发，说话时有些拘谨。但当记者
提到解放路时，她的神情变得激动，很
快打开了话匣子。

1949年，高永秀的父亲从重庆来
到成都铁路局上班。7年后，高永秀出
生，一家人住在火车北站附近的一栋
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0余年。

关于解放路的由来，高永秀是从
父亲那里听来的。“1949年12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父亲就在现场
围观。那一天，成都全城街道都挂满
了五星红旗和红灯笼，贴满了红红绿
绿的标语。在军乐声、锣鼓声和鞭炮
声中，解放军的入城仪式隆重开始。
父亲说，那是他一辈子见过最热闹的
场景。”高永秀说。

道路狭窄、周围全是田坝、没有路
灯、公共设施落后……这是高永秀记
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解放路。她说，
当年成都只有约40万人口，城市的规
模“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城里
最高的楼是电力大楼，除了春熙路一
片外，其他地方全是泥巴地。

“我们一家6口人住在17平方米的
员工宿舍里，条件很艰苦，生活也很单
一。”高永秀说。

城市迅速发展居住环境更新
1978年，高永秀在一家百货店做

营业员，1982年她和丈夫组建了家庭，
并生下了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城
市房屋开始慢慢变化，小平房变成了
红瓦房，一转眼红瓦房又变成了楼房。

经历了几次改造后，解放路的道
路拓宽了。谈到解放路周边的地标，
让高永秀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

初运营起
来的城北体育公园。她
说：“那个年代，城北体育馆人气兴旺，
不仅有排球、乒乓球、篮球等国家级、省
市级赛事落户于此，承接的演出、集会
也是经常座无虚席。能去城北体育馆
看一场比赛，当时是很洋气的事情。”

空余时间，高永秀和丈夫会花上
几毛钱去解放路附近的影院看电影，
或去簸箕街的百货商场逛逛。生活条
件改善后，1993年他们从21平方米的
平房搬进了70平方米的楼房。

迎着改革发展的浪潮，高永秀一家
的居住环境也在与时俱进。2014年解
放路片区陆续拆迁，他们一家又从5层
楼高的老楼里搬进了现代化的电梯房。

见证更多美好发生
城市变迁，回忆折叠……如今的

解放路乃至整个成都，相较于过往，早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7月，成都大运会举行，高永
秀带着孙女来到城北体育公园观看了
武术比赛，在这里见证了成都大运会
首金的诞生；今年6月，她和老伴一起
前往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拍
照打卡；最近，她又学会了人生的第一
个英语单词：City Walk（城市漫步）。

高永秀说，她要做与时代同频共
振的人，见证更多美好这在这片土地
上发生。

采访结束后，记者跟随高永秀来
到了解放路。看着城市耸立的高楼大
厦和柏油路上疾驰的汽车，高永秀感
叹道：“作为老百姓，我们已经过上了
丰衣足食、衣食无忧的日子，城市的知
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交通
越来越发达，走到哪里都像大花园，这
是我们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

一条路，一段情，浓缩着几代人的
过去与未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高永秀

成都有一条路，是1949年12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的大
道。为了纪念成都解放20周年，
1968年正式改名为解放路。

一条路的变迁，一座
城的传奇，几代人的
故事，梦开始的地
方。”对于老成都人
来说，解放路可谓影
响极深，很多人都能
对这条路的前世今
生和与之相关的故
事娓娓道来。家住
成都市金牛区驷马
桥街道的高永秀就
是其中一位。

9月19日，高永秀向
记者讲述了她和解放
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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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狭窄、周围全是田坝、没有路
灯、公共设施落后……这是高永秀
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解放路。

城市变迁，回忆折叠……如今的解
放路乃至整个成都，相较于过往，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4年解放路片区陆续拆迁，高永
秀一家从5层楼高的老楼里搬进了
现代化的电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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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老人见证成都解放路的变迁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成都有一条解放路，北起驷马桥，南到北门大桥，是一条总长2300多米的南北主要通道。

这条路是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的大道。为了纪念成都解放20周年，1968年正式改名为解放路。

年
如今的成都解放路高楼林立。雷远东 摄

20世纪90年代的成都解放北
路一段。 金牛区委宣传部供图

2011年拍摄的解放路二段。金牛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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