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晴好， 住在新虹仪小区的

许阿姨摇着扇子和几位街坊邻居在

树荫下闲聊。“‘小小区’合并后，环

境好了很多， 现在每天下楼来聊聊

天， 有时几个小姐妹还会在健身园

锻炼锻炼。 ” 顺着许阿姨手指的方

向， 记者看到小区健身园里几位居

民正在健身器材上搁搁腿、踢踢脚。

虹口区欧阳街道 104个住宅小

区中，200 户以下“袖珍型”的“小小

区”有 49 个，其中 100 户以下的 29

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解决居民

住房困难问题， 一些部门见缝插针

建起系统房，当时是缓解了居住难，

现在问题却来了。“小小区”规模小，

管理收费标准低，物业公司不愿管，

来一家亏一家。 这就造成小区管理

处于无序状态， 有的小区一年甚至

有十余辆电瓶车被盗。

两年前， 有着互通共用小区道

路却属不同物业管理的三个紧邻

“小小区”虹仪小区、虹铁小区、祥德

第三小区，在欧阳街道“党建引领、

多元协同、居民自治”工作机制下，

开始尝试“小小区”合并：成立一个

业主大会，组建一个业主委员会，选

聘一家物业公司管理， 三个“小小

区”合并为新虹仪小区。用虹仪居委

会主任杨永丽的话来说，“小小区”

合并整合了资源， 从根本上解决物

业管理区域不清、职责不清、小区公

共资源紧缺的问题。

停车矛盾和占道堆物是小区难

啃的两个硬骨头。 新聘的物业公司

统一制订了停车方案， 清理了原先

占道近 20年的两个废品回收站点，

腾出地可以多停七八辆车； 原先没

有门岗的小区设了门岗， 还设立志

愿者服务点、物业服务点、健身点、

居民议事点， 近两年小区没有发生

一例治安偷盗案件。杨永丽说，过去

一天要变换好几个“身份”，既要当

居委干部，又要做物业工作人员，现

在好了， 可以一门心思做回本职工

作了。

大连西路 153-157号是典型的

“老小乱” 微型小区， 只有 72 户居

民。欧阳街道自治办主任毛增木说，

这里长期以来无物业托管， 小区没

有围墙，一楼沿街存在 10户违法经

营户。 由于规模太小，问题太多，一

直没有合适的物业公司接收管理，

脏乱差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善。 为从

根本上解决物业管理缺位问题，蒋

家桥居民区党总支与街道物管中心

主动对接， 寻求通过小小区一体化

建设， 将原先与天宝第一小区之间

隔墙拆除， 沿着大连西路小区红线

新建了小区围墙， 使小小区合二为

一，成立蒋家桥小区，由宏达物业管

理， 提供与天宝第一小区一体化的

保安保洁服务。“合二为一”建设让

居住在大连西路 157号的王先生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小区主干

道拓宽了，10 户违法经营户销声匿

迹了，44 个信报箱和 51 个晾衣架

更新了，还增加了 3处绿化小品，房

屋内外墙面也粉刷一新，过去“老小

乱”小区焕发了青春。

蒋家桥小区设立后， 通过居民

家中老年党员和学龄儿童率先参与

垃圾分类，开展“小手拉大手”亲子

活动，带动上班族加入垃圾分类；小

区还发掘居民个性化特征， 让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 养狗的中老年群体

成立狗妈妈巡逻队，提倡文明养狗；

有园艺特长的党员则利用湿垃圾发

酵产生的肥料，开辟“神奇花园”。王

先生对记者说，“一体化建设”后，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房价也上去了。

欧阳街道前 3 年 11 个小小区

合并为 5个， 今年已完成和正在推

的小小区一体化管理涉及到 28 个

小小区，明后两年扩展到 42 个。 欧

阳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燕华告诉记

者， 社区治理的关键是要在解决与

居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难点上创

新， 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

小小区“N合一” 好消息一连串
环境更好了 物业给力了 公共资源整合充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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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确良”到珍珠纤维 从缝缝补补到时尚舒适

上海人穿出时髦穿出美好
    在上海纺织

博物馆大厅，浮

雕墙上的一个

“裕”字，道尽了

小康生活的基本

前提：穿得暖，吃

得饱。 所谓衣食

住行， 衣也是第

一位。

从的确良、

哔叽呢，到今天追

求五彩纷呈、舒适

时尚，在上海纺织

博物馆，我们真切

感受上海人穿着

上的小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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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反穿土布道辛酸

上海纺织博物馆目前正在举办

“崇明土布展”。馆长蒋国荣介绍说，

“我们在策展过程中，曾经与一位当

地的老奶奶聊天，她告诉我们，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土布做的衣服在平

时要反着穿。 只有在有客人，或者

去吃喜酒的时候，才正着穿。 因为

土布很容易褪色。 ”蒋国荣说，“上

了年纪的一些上海人都知道，当年

上海发布票还分市区和郊区。 郊区

农民拿到的布票少，因为他们可以

自己种棉花和纺布。 ”

说起布票，蒋国荣拿出了一套

上海纺织博物馆编撰的布票图集。

他介绍说， 从 1954 年诞生到 1984

年退出历史舞台，布票在国人的生

活中存在了 30 年。 由于受布票限

制，当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又三年”几乎在每个家庭发生。 如

果子女多的话，经常是一套衣服几

个孩子从大到小轮着穿，连女孩子

当时也穿男孩子的衣服。 布票甚至

精确到了一厘。到了上世纪 70年代

末的时候，虽然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了， 但是一个人一年大约只发 9 尺

布票，加上每月仅三四十元钱的工

资，不到过年过节，一般家庭是极少

添置衣服的。 小孩子只有在过年的

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

>>>上世纪 80年代初

时髦莫过“的确良”

改革开放让上海人对于穿着有

了新的追求。上世纪 80年代初的时

候，“的确良”开始流行，用它做出的

衣服，不缩水、不起皱，“挺括”。 如

果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绝对“拉

风”。 加上买“的确良”不用布票，因

而即使价格不菲，依然受到了人们

的青睐。

除了的确良，各种新型化纤、混

纺面料也开始出现。

“我记得当年谈朋友的时候，为

了和女朋友到杭州拍照片，特地穿

了一件单位发的涤盖棉工作衣，当

时还感到非常时髦。 ”蒋国荣笑着

说。 在温饱的阶段，老百姓只讲究

吃饱穿暖，大家对于面料的要求并

不高，但是进入小康社会，人们不仅

要穿得暖，更要穿得好，还要穿出自

己的风格。

在上海纺织博物馆，具有时代

特点的面料还有很多。 如中山装面

料中，先是涤卡，后又有粗花呢、华

达呢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全毛哔叽

呢非常流行。“现在我们的讲解员

有时候说起‘哔叽呢’，很多年轻观

众还当成了‘比基尼’。 ”蒋国荣说。

各种舒适、新颖的面料进入市

场，对于“会穿”的上海人来说可谓

是“久旱逢甘霖”，能够真正穿出靓

丽穿出个性了。

蒋国荣印象最深的是 1984 年

9 月在十六铺上海客运总站举办的

当时规模最大的上海服装展销会。

上海市服装公司下属 70 多家工厂

专门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新款服装，

3.5万名工人师傅加班加点，加紧生

产。 一时间，服装展销会成为上海

市民和外地游客国庆前后热衷的场

所，万众争购。 蒋国荣展示的老照

片中，上海市主要领导也亲临现场，

盛况可见一斑。

也是在同一年， 上海第一个个

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悄然诞生。 刚

开始只有 50多个摊位，占据了淮海

中路至延庆路段的半条华亭路。 服

装市场的蓬勃兴起，让牛仔裤、蝙蝠

衫、踏脚裤等时髦服装，纷纷出现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

时尚科技新穿搭

上海纺织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上

海生产的第一代羽绒服。 中国第一

个登上珠峰的女性潘多， 当时她穿

的就是上海第一代羽绒服。 而在今

天，羽绒服是最平常的冬季服装了。

其他诸如牛奶蛋白纤维、珍珠纤维、

金属纤维等， 现在也纷纷进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

从上世纪 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

开始，上海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市

民收入显著提高，生活品质也不断提

升。大量进口服饰进入市场，市民的

审美和穿搭水平也越来越国际化。

如今，上海时装周每季吸引 30多

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个品牌参与。

今年受疫情影响， 上海时装周

选择全新尝试，100 多个品牌登上

“云秀场”，以直播的方式展示 1000

多款秋冬新品。 开播首日的开幕大

秀 3 小时迎来 250 万人次观看；参

与的商家首日直播互动量超过 600

万条。

有意思的是， 曾经因为缺衣造

成的磨损和破洞， 以及不得已的补

丁， 今天在年轻人中却成了一种时

尚。很多老年人百思不得其解，哑然

失笑间，那些贫寒的年代已然翻篇。

首席记者 方翔

荨茛 新整修了花坛，新增加了晾衣

架， 蒋家桥小区的幸福感大大提升

龙钢 摄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美好生活博物志
上海纺织
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