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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行在沈家滩、中联村的弄堂，时光仿佛倒流了四五十年。外

面的世界已改变了许多，这里的模样却没有大的变化。

叶金妹、马青海、沈文君，他们生活的地方大多数年轻人没有

涉足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很多人也难以想象，但他们依然很熟悉，

连 90后的高凯梅交流起来都没有障碍，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父

老乡亲。

回力球鞋、蜂花檀香皂、大白兔奶糖、梅林罐头……现在，很

多上海老字号产品又成了网红。 这些老字号产品，有很多都来自

杨浦区的企业，来自杨树浦路上的大厂。而沈家滩、中联村的住户
和他们的父辈，都是上海产业工人大军的一部分。在数不清的“上

海制造”中，有他们挥洒的汗水。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他们还曾下
岗、再就业，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我们的城市没有忘记他们。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
成片二级以下旧里在不断减少。 20多年来，仅杨浦区就实施旧区

改造 344万平方米，助 13.5万户居民圆了新居梦。 近年来，上海
旧改提速，长宁、普陀、静安等区已消灭了成片旧区。

旧改越到最后关头，越是需要攻坚克难。今年以来，市领导多
次来到黄浦、虹口、杨浦的旧区察看。 7月 13日，上海市城市更新

中心在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现阶段将重点参
与推进黄浦、虹口、杨浦等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的旧改攻坚。市委

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前去调研。这是上海的一个重
大创新举措，对于旧区的百姓来说更是一个好消息。

事关百姓福祉，这场旧区改造攻坚战，我们一定要打赢。

杨浦今年旧改目标 1万户，首个地块 129、130街坊今天“二次征询”生效———

百年老房挥别旧时光 千家万户圆梦在今朝
记者
手记 打赢攻坚战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杨浦区已累计拆除二级以下旧里

房屋 344万平方米，为 13.5万余户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

杨浦区旧改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365”危棚简屋改造（1992年-2000年）共拆除

危棚简屋 8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

第二阶段： 以改造老房老区为重点的新一轮旧区改造

（2001年-2005年）共拆除旧住房 64万平方米。

第三阶段：“十一五”旧区改造（2006年-2010年）改造平凉

西块和定海东块两大成片旧里，共拆除旧住房 28万平方米。

第四阶段：征收新政实施以来（2011年-2019年）拆除旧住

房 131.73万平方米。

一地一策 毛地处置加速度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杨浦区不断推进旧

区改造。然而，其间也有多幅地块因各种原因，动

迁启动不久或部分动迁后，便陷入停滞，成为沉
睡的毛地。

杨浦区房管局局长、旧改办主任于洋介绍
说，近年来，杨浦区加大毛地的处置力度，“一地

一策”探索推进新模式。2014年，停滞 11年的平

凉 2、3街坊被重新激活，目前已完成收尾。2017

年，停滞 14年的毛地江浦路街道 81、83街坊（蒋

家浜），也被激活，使 3200多户居民喜迁新居。
作为杨浦区剩余的毛地之一，129、130街坊也

于三年前被重新提上改造日程。2017年 6月起，
原开发单位合生公司对参与杨浦的旧改工作表

示出积极的态度，并提出重启该项目的意向，经
过历时 3年的投资评估、反复论证等工作，合生

公司在办妥了相关前期手续并成功融资征收和
开发资金后，具备了重启该项目的条件。

今年初，129、130街坊旧改重启消息传来，居
民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4月 15号，“一次征询”

启动，一周后，意愿征询同意率达到 99.32%。在
一个 3000多户的大基地，“一次征询”如此高比

例通过，也是很少见的。

全员投入 基地来了年轻人
时下，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征收已深入人

心。不过，此次征收正值疫情期间，遇到了不小的

困难。“这个基地体量较大，居民家庭情况复杂，

私房占 70%，同时又要避免人群聚集导致的疫情
风险，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杨浦区第

二征收事务所总经理杨栋告诉记者。为此，征收
事务所此次全员投入，120人分成 38组，连办公

室的管理人员都扑到了基地里，日夜连轴转。
高挑的个子、清秀的五官，爱做美甲、爱喝

奶茶，26 岁的高凯梅是个普通的 90 后时尚女

孩。不过，她和师父郑文汇却是 129、130基地最
先完成预签约的一组经办人。高凯梅本职工作是

征收事务所的财务，今年 4月也来到了基地一
线。在师父的带领下，她跑遍了海州路 266弄和

杨树浦路 2639弄的 70产（98户）居民。他们一次
次上门，最多的一户居民上门了 6次。

有户家庭共兄弟四人，为补偿款分配发生了
矛盾。小高和师父就为他们当老娘舅，仅协调会

就开了两次，最终几兄弟都作了一点让步，顺利签
约。“我这里的居民都挺好的，他们都顾念亲情。”

尽管遇到过居民发脾气、拍桌子，小高还是觉得这

份工作很有意思。如今，许多像高凯梅这样的 90

后、85后年轻人，在旧改的历练中不断成长。

定海温度 留住弄堂烟火情
要搬家了，居民们心情复杂。能够乔迁自然

是大喜事，但这里毕竟居住了一辈子或大半辈子

了，一口水井、几棵老树、几十年的老邻居，都让他
们魂牵梦绕，依依不舍。旧改就是做人的工作，同

样应该充满温度，呵护群众内心那份柔软的情感。

今年 4月，一个以“弄堂烟火情”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在这里展开。这是定海路街道党工委结合
旧改工作推出的。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弄堂时光

机”活动，居民只要报名，就可以有摄影师来为他
们拍摄与自家老房子的合影，并免费冲印 1张 12

寸照片留念。同时，街道还组织摄影爱好者拍摄
一些特色老建筑、小巷和场景，留存弄堂生活记

忆。在 5月初的第一轮集中拍摄中，共为 339户

居民拍摄了合影，当居民拿到冲印好的大幅照
片，有的流下了眼泪。

3600多户居民的集中搬迁，也带来许多迫在
眉睫的问题。液化气钢瓶退还就是其中一个。那

么重的钢瓶，需要自己运到燃气公司办事处办理
手续，这里的居民好多都年老体弱，最近又是梅

雨季节，如果用助动车运送有一定危险性。居委
会把这个难题向街道反映，街道立即和区建交委

联系。经过协调，燃气公司同意上门回收。

为民谋福 贯穿旧改全过程
129、130街坊是今年杨浦首个启动签约的征

收基地，另外几个基地的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7月 23日，位于周家牌路临青路的大桥街道 89

街坊将启动“二次征询”首日签约，涉及居民 3600

户。8月 4日，定海 134街坊将启动首日签约，涉及
居民 700户。今年全年 1万户的目标可望实现。

旧改是杨浦最大的民生，历届区委区政府都

持之以恒加以推进。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介绍
说，“十三五”以来，杨浦旧改迎来了加速度，去

年旧改征收首次突破 1万户。截至去年年底，杨

浦还有成片二级以下旧里 57.03万平方米、约 2.6

万户居民。预计到今年年底，杨浦剩余成片旧里

约 38.4万平方米、居民约 1.65万户。按照 2022

年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改造的目标任务，2021

年杨浦拟安排旧改征收项目 11个，面积 23.2万
平方米，居民 1万户。

旧改不仅极大改善了民生，对于城区经济社

会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旧区量大面
广，杨浦区确定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聚焦成

片、突出重点”的推进战略，经过近十年的实施，
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滨江区域通过科学改造公共

空间，“工业锈带”被打造成为“生活秀带”，已成为
令人瞩目的亮点。同时，对于杨浦来说，旧改也为

全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增添了动力、拓展了空

间。位于杨浦滨江核心功能区的 129、130街坊，未
来就将成为一处百万平方米建设规模的城市综合

体，其中包含成片的历史风貌街区、跨国公司总部
办公区域、滨江公共空间和生活居住区，引入全球

百强企业总部、世界顶级商业品牌等落地。
谢坚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时

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也为加快推动旧区改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我
们将把为人民谋幸福、让生活更美好作为鲜明主

题，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贯穿旧改工作全过程，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对面杨树浦路以北，海州路以南，东起贵阳

路，西至隆昌路，是一大片和大烟囱几乎“同龄”
的老房子，名为沈家滩、中联村。这里弄堂如蛛网

般细密弯曲，房屋犬牙交错，拎马桶、爬阁楼、打
地铺是生活常态。在杨浦区旧改地图上，这里标

注为定海路街道 129、130街坊。
129、130地块是一块停滞十多年的毛地。今

年，杨浦区重新激活了这块区里最大的毛地项

目，3600户居民看到了旧改的阳光。
今天是 129、130街坊“二次征询”签约首日。

上午10时，从杨浦区旧改指挥部传来好消息：签

约率达到 97.03%———“二次征询”生效了！“嫁到
这里就说要动迁，一直等到女儿结婚了还没有动！

现在终于盼到了！”60岁的沈文君的话引得街坊
邻里哈哈大笑，但一张张笑脸上分明看得到泪花。
苦苦期盼了几十年，终于，他们梦圆在今朝。

“马会长” 马青海
和住了五代人的老房说再见

《穷街》是已故著名作家程乃珊的一部小说，
后来拍成了同名电视剧，取景地就在定海路街道

的爱国二村，离这里不远。不过，“穷街”早年倒并

不穷。

杨树浦发电厂正对面，一排两层楼的沿街房
子，人称“马会长”的马青海（见上图左一）就住在

杨树浦路 2729号底楼。69岁的马青海是出生在

这里的，从父亲的祖父算起，到他的儿子已经是
第五代了。

马青海是回族。早年他的曾祖父从山东来到
上海，在这里开了一家卖清真食品的饭店，叫山

海居。后来，马青海二爷爷、父亲以及叔叔都先后
进了发电厂当工人。他说，1950年“二·六轰炸”的

时候，身为八级技工的父亲连夜赶去抢修。后来，
马青海的妹妹顶替父亲进了发电厂，马青海的儿

子电力学校毕业后也进了发电厂，现在上海电力
股份公司计划部工作。一家四代都是电力人，这

也让他十分自豪。“发电厂工人收入挺高的，我父
亲退休金就有 120元，比一般人工资还高。”

马青海是从航运公司退休的，是一位老党

员，现在是定海路街道少数民族联合会副会长。

尽管这个民间的副会长，连芝麻绿豆官也算不
上，但平时做少数民族工作，也是一呼百应，居民

有啥困难，他随叫随到。疫情期间，他和妻子成为
第一批志愿者。尽管对老房子，对这个社区有着

深厚的感情，但他还是日日夜夜盼着旧改。
这房子有八九十年了，有煤气，没有卫生设

施，墙皮扑簌簌地往下掉。杨树浦路上大车多，每

当有重型车开过，地板都会震动；尘土漫天，家里
永远打扫不干净。“这次旧改方案出来，我们第一

批就签掉了，拿货币补偿。”马青海开心地说，家
里已经大包小包打包好了，做好了搬家的准备。

“儿子家在杨浦公园那里，让我们先过去住着过
渡，然后在附近买一套房子。”马青海的妻子笑着

补充道。

百岁老人叶金妹
以后再也用不着“拷浜”了

129、130街坊的住户，大部分都是像马青海
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定海地区，是附近那些大

厂的工人。现在的网红打卡地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原来是上棉十七厂，旁边还有上棉十二厂、上

棉十九厂、上毛十七厂、光华啤酒厂等。从上世纪

30年代起，工人们自己搭建了许多棚户简屋居
住，后来慢慢翻造扩建，同时工厂也建造了一些

宿舍和里弄房子，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中联村得名挺不寻常的。上世纪 50年代，上

棉十七厂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全国劳模，黄宝
妹。黄宝妹的家就在贵阳路。当时，中苏两国经常

友好互访，黄宝妹作为新中国工人的优秀代表，
她的家确定接待苏联代表团参观。这在当时的定

海地区是很轰动的大事。为体现中国与苏联的友
谊，她所住的这个社区便更名为“中联村”。

家住杨树浦路 2569弄 63号的叶金妹是黄
宝妹的同事。叶金妹出生于 1921年 1月，虚岁

100岁，除了听力略差一点，身体非常健康，生活
都能自理。从 20岁嫁过来，整整 80年没挪过窝。

叶阿婆十几岁就到三星纱厂当童工，新中国成立
后进了十七棉工作，入了党，还当过细纱车间主

任，管 400来号人呢。退休后，她又到社区当了好

几年居委干部。
叶阿婆住的虽然是公房，但找遍上海，可能

也没有这样的公房了。她的房间只有十来个平方
米，低矮昏暗，一抬手就能摸到房顶，做饭用的是

液化气，至今还要倒马桶。棚户区最苦的是夏天，
闷热不通风，一下大雨就积水。“水深火热”说的

就是这种日子。街坊邻居看到她这么大年纪还拿

个脸盆往外舀水，总是打趣道：“叶阿婆，你又拷
浜啦？捉了几条鱼啊？”（拷浜是上海本地话，本意

是把河浜里的水排干捉鱼）

现在，叶阿婆和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生活

起居全靠媳妇照顾。其他几个儿子也很孝顺，每
天上午下午轮班来看她，搀她出去散步。此次旧

改，全家都欢天喜地，从新疆回沪的二儿子一家
总算可以住新房子了，以后再也不用“拷浜”了！

尽管要离开住了 80年的老房子、老邻居还是有
点舍不得，但这位百岁老人思路清晰：“这是国家

大事，我们欢迎！”因为有四个儿子，所以房屋征
收补偿如何分配，最后还是由她老人家拍板决定

的。至于她自己，以后打算住到养老院去。

原住民沈文君
60岁，政府送了个大礼给我！

“我今年 60岁，政府送了个大礼给我！”快人

快语的沈文君是沈家滩的“原住民”。她的娘家在

杨树浦路 2603弄，是一幢本地房子，是这里的

“大户”。1958年上海各街道办里弄食堂，她老爹

（爷爷）拿出了客堂加厢房无偿给街道使用，总共
近 200平方米。那时候，设在她家的“51号食堂”

在定海地区还小有名气呢。里弄食堂停办后，她
家还上交了不少房屋给国家。沈文君以前也是上

棉十七厂的挡车工，结婚后就搬到了不远的 2657

弄，丈夫原来在上棉十二厂工作，企业关停后去

了外企工作。沈文君婆家房子也挺大的，是祖辈

在 1948年建的。
后来，沈文君的家翻建成了三层小楼，现在

是附近最好的一幢：底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
夫妻俩的卧室，外加一间“豪华”视听室，配有按

摩椅，可以唱卡拉 OK，外面还有个平台花园；三
楼则是女儿一家住。看得出，这是注重生活质量

的一家人。不过，尽管自己的小家搞得很舒服，但
周边居住环境实在太差，弄堂像“地道战”“一线

天”，轿车也没法开进来。
“我是 1988年嫁过来的。1993年就说要动

迁，但根本没开始；2003年贴出公告说要动迁，还
真的动了几十家，但后来又没声音了。从 2003年

到现在，整整等了 17年！”沈文君说。旧改启动
后，他们很快就签约了，已经在宝山靠近杨浦的

殷高西路几个小区看了房子，自己家、80多岁的
父母家和女儿家，都是一碗汤的距离。尽管辛辛

苦苦装修的“豪宅”要拆了，但沈文君的丈夫一点
也不可惜，开心得合不拢嘴：“我刚刚退休。添了

小外孙，现在又遇到房屋征收，后半生也没有心
事了！”

杨树浦路，可算是上
海历史最悠久的马路之
一了。人们熟悉的上海国
际时尚中心再往东，就可
以看到杨树浦发电厂那
两根巨大的暗红色烟囱。
几十年前，105 米的大烟
囱高度超过国际饭店，是
上海市区最高的天际线。
据说，当年人们乘船过
来，远远地看到这两根
“巨无霸”，就知道大上海
到了。100 多年过去了，
这两根烟囱依然耸立着，
俯瞰着脚下这片历尽沧
桑的土地，这片正迎来巨
变的土地。

■ 海州路 418弄 30号至 32号之间狭长走道， 被中联
村居民称为“一线天” 种楠 摄

茛 正在实施旧改的定海街道 129、130街坊 种楠 摄

■ 杨树浦发电厂已建成遗址公园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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