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行区政协梅陇镇联络组集体提案 

 

关于让朱行老街古桥（敦义桥）重焕光彩， 

点亮梅陇文明实践新阵地的建议 
 

 

一、背景情况简介 

1．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出“文化关

乎国本、国运”、“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断渗透到中医学中，深深地影响

着中医的发展；中医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发展过程中又

不断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3．坐落于朱行老街上的敦义桥，是一座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

的单孔古桥，古桥在抗战时期受到日军的毁坏，饱受各个历史时期的

沧桑，承载着梅陇朱行一带人民对曾经往事的回忆。2016 年 9 月 5

日，敦义桥被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宣布成为“闵行区文物保护

点”。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敦义桥所处地

理位置又是一个待开发的地段，因此，该桥常年被杂草丛生包围，淹

没在繁华城市背后的废墟中，无法展示其独特的人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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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梅陇委员们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来到与敦义桥一墙之隔

的晶城中学，听取学校校长孙强对学校以中医药教学特色的发展历程，

介绍如何以学校中医药教学特色为文化切入，充分挖掘丰富的社区资

源，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共同体，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

传统文化传播和体育设施对市民开放，融入社区服务方面积累了很好

的经验，得到了周边居民的一致好评。 

学校也曾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向梅陇镇提出“关于将敦义桥划归

到晶城中学进行原地保护”的申请介绍。 

5．根据与梅陇镇规建办沟通了解，下图中标红点的区域即为敦

义桥的所处位置，目前规划中，朱行路东侧是敦义桥、规划中幼儿园

用地、晶城中学、规划绿地将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讲朱行路的开通，

正好把学校与古桥自然分隔形成一个整体区域。 

 

 



6．晶城中学的学校门牌号注册地是朱行路 16 号，现因朱行路目

前没有开通，学校的大门暂借用朱梅路上的消防通道作为学校出入大

门。 

二、相关建议 

1．关于敦义桥的保护和修复。由于历史原因，敦义桥目前处于

废墟状态，需要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我建议区政府在修复过程中，

充分考虑保护其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确保修复后的敦义桥能够真实

地展示其古老的魅力； 

2．恢复晶城学校朱行路校门地址，在校门的改建过程中，应充

分考虑与敦义桥的修复、将来幼儿园的新建形成整体规划； 

3．挖掘敦义桥背后的历史，讲好梅陇人文故事。特别需要找到

的是古桥演变过程中与梅陇、朱行百年来的市民生活中所蕴含的人文

故事，丰富人文梅陇的“乡音、乡情、乡愁”，通过敦义桥所承载的文

化，增强梅陇市民热爱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 

4．建议将敦义桥与晶城中学特色教学相结合，将其融入学校的

文化宣扬中。晶城中学以中医药教学特色为主，致力于培养学生对中

医药文化的了解和传承。学校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可以将敦义桥作

为一个开放的教学点，供学生和周边社区居民参观和学习。学校可以

组织文化活动，如展览、讲座等，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

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让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医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

学校还可以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交流活动。 

相信敦义桥可以重新焕发出人文色彩，丰富学校周边社区居民业



余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梅陇新时代文明

实践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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