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云）2019年

底，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 228街坊
地块启动城市更新建设；明年 6月，

这里将出现一个开放性创新型社
区，为长白社区带来崭新文化和商

业服务。其中，一座原汁原味复刻
“二万户”生活场景的展馆，将为市

民完整保留当时的城市记忆。

“二万户”是一个打着鲜明时代
烙印的存在，那是上世纪 50年代城

市美好生活的象征。可时过境迁，这
一大批两层楼房都老了，不再能满

足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随着旧改
不断推进，“二万户”终将成为过去。

然而，老房子里富有人情味、具有上
海地方与时代特色的生活图景并不

会因此消逝。在昨天杨浦区 2021年
“大家微讲堂”之“百年党史大家说”

第五讲中，记者了解到上海首批“二
万户”小区，同时也是上海最后一个

“二万户”旧改地块———杨浦区长白
新村街道 228街坊的前世今生。

四面合围的公共空间里，踩着

咯吱作响的木楼梯，你家孩子到我

家“蹭”口饭，我家孩子到你家跳皮
筋，小伙伴们在厨卫合用的两层小

屋里一起长大，结下深厚友情，大家
知根知底，常常夜不闭户……这是

228街坊老住户记忆中的生活。这
样的烟火气，这样的邻里情，怎么舍

得说放就放？2016年，居民搬离 228

街坊前自发组织的“百家宴”上，大
家依依不舍。

在昨天的直播讲座中，长白新
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

孙辉回忆，在 228街坊以首创的“三
个 100%”———居民意愿征询同意

率 100%、居民签约率 100%、居民
搬迁交房率 100%模式实现“整体

协商搬迁”后，杨浦区和长白新村街
道倾听专家、搬迁居民和周边居民

的意见，决定改变以往的房地产开
发思路，保留和延续当年为改善人

民居住条件而兴建街坊的初衷，最
大化地释放地块的公共服务功能，

让最后的“二万户”地块以另一种方

式反哺社区、滋养城市。

如今，228 街坊地块的城市更
新建设正如火如荼。据孙辉和项目

总建筑师沈晓明介绍，其中两幢老
宅将完整保留外立面和建筑结构，

曾经一楼和二楼人家共用的一楼
厕所、厨房也将复原。从旧改基地

征集到的家具、收音机等老物件，
将来都会陈列出来，让年轻人在这

个“二万户”展馆看到上一辈的客
堂邻里生活。其他老房子修缮复建

后将引入餐饮、文化、健康等社区

配套设施，并通过新增的 1.8万平
方米面积吸引双创青年入住，打造

“街区智库”，为这个“杨浦区唯一
不通地铁、没有咖啡馆”的老旧社

区注入新的活力。
据负责项目运作的杨浦科创集

团介绍，明年 6月，“二万户”展示馆
和文化、商业配套设施将率先完成

建设，让“二万户”的城市记忆以崭
新面貌重现，彰显“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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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面馆
养大女儿挣下新房
    蒯惠军： 不舍得
收摊， 但还是投了动
迁赞成票， 希望老街
坊都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特约通讯

员 龙钢 记者 袁玮）今
天一早，家住虹口区景明

花园的张小明开车出小
区上班时发现，经由汶水

东路左转能进入广纪路
了，“这样太好了，我们出

行方便多了，不再绕路

了。”记者今天从虹口区
建管委获悉，汶水东路

（新市南路-广纪路）主
路西向东进口改造工程

已完工，困扰景明花园居
民十余年的小区出行难

题终于解决。

虹口区景明花园小
区建成于 2005年，小区

北出入口位于汶水东路
主路进口东侧约 10 米。

然而，就是这短短的 10

米路，居民车辆如果想到
近在眼前的广纪路左转，只能驾车

到 1公里以外的汶水东路逸仙路
口掉头。张小明告诉记者，早高峰

车流量密集时至少费时 15分钟以
上，部分居民图方便就在小区出口

前左转逆行进入主路，再强行切入
左转车道，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

加剧了小区出口拥堵。

景明花园居民多次

向虹口区有关部门反
映，希望解决这一难题。

虹口区建管委将此作为
“学党史，为民解难题”

的重点，组织虹口交通

管理中心实地查看现
场，到居民区召开座谈

会听取意见。经反复踏
勘、多方论证，几易其稿

形成最终解决方案：克
服高架桥柱不能移动，

可操作空间小，现场交

通不能中断等一系列困
难，决定将原道路西向东

进口方向调整，原广纪路
左转车道调整至辅路，调

整后车辆由汶水东路主
路汇入辅路左转进入广

纪路。为方便司机提早变
道，在路口增设相应道路

指示引导标牌明确标识。

方案确定后，虹口区建管部门
立即组织施工，重新标识地面。如

今，景明花园居民出行方便了，安
全也有了保障。区建管部门表示，

将从细处入手，通过小改小革工程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打造更

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社区。

城市记忆：最后的“二万户”
明年 6月长白新村将建成原汁原味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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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听说中华路地块要征收的消息时，58

岁的蒯惠军心里有些忐忑。

昨天午市时分， 东刘家弄4号祥和面馆
人气十足。 不起眼的小店里，43个座位几乎
坐满，点单的客人排着长队，蒯惠军一边招
呼一边收银，忙得停不下来。

25年前，这家最初只有10.8平方米的面
店，也是老蒯的三口之家。从两张台子做起，

他和妻子起早贪黑，不但养大了女儿，还挣
下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 对这家店的感
情，可想而知。

“早上加中午，一天能卖300多碗面。”开
了25年的老店要关门，老蒯很舍不得。但他
说：“做人要懂感恩，动迁我投了赞成票，

几十年的老街坊， 希望大家都能过上
好日子。”

开面馆 人生转折
“那时候家里太小，父母睡床，我们夫妻就拆了门板

睡地。”回忆起当初那段局促而尴尬的日子，蒯惠军很是

感慨。“5家人共用卫生间，3家人共用厨房。上厕所慢了、
做饭油烟多了、水表用水不均了……都会吵起来。”最不

便的是洗澡。“只能打盆水冲一下，或干脆到澡堂去洗。每
天还要倒马桶。后来实在没办法，父母就回苏州老家了。”

同一屋檐下难免有矛盾，但邻里间也有温馨回忆。蒯

惠军说，以前大家喜欢串门，遇到困难也会互相帮忙。“那
会儿家里条件不好，吃饭时还会有邻居送块肉来。”

1996年，木工出身的蒯惠军从上海第十三棉纺织厂
下岗。生活最艰难的时刻，街道、区房管局向他伸出援手，

帮他们夫妻开了这家面馆。
“刚开始就两张台子。因为房子太小，我就做了一张

1.5米的折叠床，白天合上后省下的地方可以放一张台
子，另一张台子就只能放在门外。”

为了提高手艺，蒯惠军到各个面馆去尝味道，回来不
断研究。随着面的口味越做越好，生意也越来越火。后来，

他又先后租下了隔壁的两间房扩大店面，慢慢地，竟做成
了远近闻名的网红小店。

夫妻俩特别能吃苦，一年里除了过年基本不休息。前
些年，他们用开店挣的钱在宝山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

新房。按说女儿已成家立业，夫妻俩也该享享福了。但这
家面馆，两人还是放不下。他们每天4时就起床准备食材，

一直干到下午2时结束营业回家，晚上再用手机订好第二
天要用的菜品，确保食材新鲜。

面馆做大后，招了4名小工，但下面和烧浇头的活，蒯
惠军始终亲力亲为。除了保证味道，“和气生财”是老蒯的

另一个法宝。“看到打工的人，我都会给他们多加点面，要
让人家吃饱下次才会来嘛！”他笑着说。

懂感恩 回报社会
蒯惠军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这一点，从他的面馆就能

看出来。

去年新冠疫情袭来，白衣天使驰援武汉。全社会都对
这些“逆行者”充满感激。老蒯的感激很实在：疫情后开业

不久，他在面馆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援鄂白衣战
士凭有效证件来本店消费全部免单”。

走进面馆，一眼就能看到，墙上挂着好几张抗疫医护

人员的照片。里面一间的墙上，还挂着一张裱起来的《上
海医疗队武汉战疫图》。这是去年 3月 19日的新民晚报

手绘版面。
蒯惠军是晚报的老读者。他说，去年疫情期间，店关

了，心里很焦虑，后来从晚报上看到，上海派了一批又一
批医护人员去武汉抗疫，敬佩之余，总觉得自己也应该做

点什么。“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些白衣天使的付出，
不可能有现在的好日子。我想对他们表示一下感谢，但可

惜一直没有白衣天使来吃面啊！”
这些年老城厢的变化，蒯惠军在店里也能感受到。

“以前的老邻居来得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搬走了。”他有
预感，说不定哪一天，这面馆也要关。但没想到，这一天来

得这么快。
这次旧改征收，意味着开了 25年的面馆要收摊了。

蒯惠军明白，就算换地方再开，老客人大多已散了，重新
积攒口碑并不容易，但他还是投了赞成票。“滴水之恩涌

泉相报，当初没有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不会有这家面馆。
动迁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我肯定支持！”

说到未来，蒯惠军希望能在附近找家店面，再做两年

退休。“退休后的生活，我也想好了，当志愿者，为社区再
做点事。”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 祥和面馆老板蒯惠军▲

 光顾面馆的人不少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