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南路 26弄 1号楼的加

梯基坑这两天正开挖，75岁居

民徐银娣每次进出时都忍不

住张望。80岁老伴汪君礼几年

前被一场大病“缚”住腿脚，每

天只能待在 6 楼家中等她捎

回外头的 “种种”。 能下楼看

看，是老两口的心头盼。

“先天不足”有何惧，他拿出修潜艇的劲儿，帮老小区实现加梯工程全覆盖

90 后社工杠上风貌区“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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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适合”到“可借鉴”

地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思

南路 26弄，总建筑面积约 4700 平

方米，有 3幢上世纪 80 年代初原拆

原建的 7层老公房。楼内 60岁以上

老人占比超 75%，加装电梯意愿强

烈。然而，小区公共空间逼仄，楼栋

排布形制不一，又紧挨着地铁线，根

据评估，“不适合加梯”。

理工科出身的 90 后社工王栋

华偏偏和这个久拖未决的“不适合”

杠上了，“先天不足”有何惧———“缺

哪儿补哪儿呗！”

他每天蹲在一线与加梯公司商

量解决方案。尽管加梯专业术语庞

杂，王栋华拿出当初学习修潜艇的

功夫，一股脑钻进去。楼栋走向呈 L

型，最适合的电梯位置恰是进出口，

那就嫁接一个玻璃廊桥；地下管线

错综复杂，每往下打一米，就有止不

住的污水溢出，那就重新排设管线；

挖基坑、吊装钢材，大型机械无法进

入，那就以传统人工模式将笨重钢

材运进社区，再进行焊接。

就是这“缺哪儿补哪儿”的劲头，

将不可能化作了可能———让这3幢先

天不足的风貌区老楼纷纷加出了“左

膀右臂”。思南路26弄即将成为瑞金

二路街道首个加梯全覆盖的小区。

曾经“不适合”的个案成了如今

“可借鉴”的典型。周围小区纷纷来“取

经”，加梯在风貌区扩围、提速、增量。

阿姨爷叔认可的“小管家”

以徐银娣所住的 1 号楼为例，

王栋华和社区干部们铆足了劲与加

梯公司沟通协商数十次，针对堵点卡

点，一项项磨，一个个啃。比如，根据

勘测，最适合加梯位置偏偏是楼栋出

入口，就得嫁接一个玻璃连廊，居民

通过廊桥进入电梯。但这也派生出一

系列新问题：新增连廊净宽不能超过

1.2米，净长不超过 1.5 米；新增连廊

只可延伸至原楼梯间相邻第一开间

范围内，并满足防火规范要求……王

栋华不仅反复吃透政策，还在图纸上

直接画了起来：“房屋安全关系着居

民安全，每一个数据都马虎不得。”

“缺哪儿补哪儿”的认真劲，成了王栋

华逐渐深入百姓、融入社区的“敲门

砖”。“修潜艇是一项十分精细的工

作，但凡有一点灰尘都不符合标准，

社区工作其实也一样。”

“这个小伙子肯帮我们装电

梯。”阿姨爷叔在心里认下了这位

“小管家”。如今，远远看见这个大冬

天忙得热火朝天只穿卫衣的年轻身

影，居民们都会主动点头招呼。

在家长里短中实现自我价值

思南路 26 弄所在的香山社区，

典型的熟人社会，居民们生于斯长于

斯，老了还是要搭伴做邻居。“我原本

不太擅长和人沟通，刚开始做加梯工

作时，只埋头干事，后来发现，沟通、

融入也十分重要。”王栋华说。

业主意见难统一，是加梯最大

拦路虎。王栋华充分发挥自身擅长

和数字打交道的优势，在签协议前，

大致测算好居民的分摊金额及运维

费用。虽说加梯公司会提供更明晰

的数据，但他先给老百姓交个底，征

询过程就会更顺畅。

不过，社区的细枝末节，也不都能

用数字来解决。比如连廊玻璃的选择，

小块玻璃易于运输安装、后期维护费

用较少，是“性价比之王”，但却大大影

响紧挨着连廊两家人家的采光。王栋

华又搬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平台，

让大家权衡利弊，共同选择了略贵的

大玻璃。“这两户居民为加梯作出贡

献，那么我们也要为他们想一想。”

还有一些小细节，他都得考虑

到。比如无障碍通道的坡度要更平

缓，老人推轮椅才不吃力。他甚至还

有自己的“错题本”———“每次完工

后，我都会复盘经验和教训，便于后

续类似问题的解决。”

随着思南路 26 弄加梯工程这

块“硬骨头”被啃下，周边居民的信

心更足了。

“我需要居民，也被他们需要

着。在家长里短中，我不知不觉实现

了自我价值。”说话间，王栋华一口

气爬到了 6楼，告诉汪老伯：“新年

就能乘电梯、下楼晒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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