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上海全部降

为低风险地区后，沪郊
的一些网红旅游打卡

地游客增多，松江的云

间粮仓也迎来不少市
民和游客。这里原来是

松江上世纪50年代至

90年代陆续建造的粮
食仓库及工厂，高24

米的八大筒仓建筑最
为显眼。筒仓造型独

特，立体画面感极强。
如今这里正在打造成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上集科研、文创、旅游
于一体的松江老城新

地标。
图为云间粮仓创

意园区里时尚创意的
墙绘涂鸦作品 《太空

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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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有着

60多年“村龄”的普陀区真如镇街道
曹杨八村，已经步入了“老年”，但自

去年9月份开始实施综合修缮工程
近一年来，小区的“面子”焕然一新，

伸出手指头算一下，这修缮改变了

陈旧的面貌，还“多出来”不少数字，
“减少了”居民生活的烦恼。

新车位
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停车难问

题，在曹杨八村较为突出，与日俱增

的私家车无处停放，随处可见的乱

搭建，使车辆停放难雪上加霜。
在修缮过程中，物业、居委会和

业委会都下决心解决停车难问题，

花大力气拆除了大量的存量违法搭
建，对局部绿化进行了调整，这样，

原先杂乱不堪的违建群，变身为整
齐划一的停车区域，新辟出了200余

个新车位，小区车位达到550多个，

极大地缓解了小区停车难。

新晾架
对老旧小区来说，日常的衣服

晾晒是个大麻烦。天气晴好时，小区

里一派忙碌的晾晒场景，你方唱罢
我登场，有时为了晾晒的地盘，还经

常闹得邻里不和、口角不断。
根据居民的需求，小区利用两

处清理出的较大场地，新修建了中

心花园，并开辟了统一的晾晒区域，
安装了270多套晾衣架，乱晾晒的帽

子彻底摘掉了，晾衣烦恼少了。

新电桩
结合修缮工程，在小区居民楼

前开辟出了露天电动车停车区域70

多处，统一划线并安装了智能充电
桩，解决了停车难、充电难，居民拍

手叫好。

新探头
与此同时，将小区所有监控线

路全部落地，并且增加新探头70多

个，达到了小区全覆盖，在4块大屏
幕上监控小区重点区域，筑起一道

技防屏障。

新步道
小区原先主通道较窄，人车混

行，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在这次
修缮过程中，新开辟出一条长约200

米、宽约1．3米的健身步道，居民们
饭后散步有了专门的步道，不再有

安全的担忧。
小区内所有主支通道也都被拓

宽到近４米，符合消防通道的统一要
求。人车分流，为车流量减负，也确

保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孩子在长大，城市在更新，但这

里的时间仿佛停滞了。
最初还过得去的日子，在日新月

异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局促辛酸。
老房子日益破旧失修，越长越大的枫

杨，也带来了麻烦。
陆阿姨一家三口住在中华路 67

弄 44号二楼，老枫杨就在她家门前。

虽然夏天有树遮挡，比别人家阴凉很
多，但遇到刮风下雨，家里就会漏水。

“房顶瓦片下面是木板，树叶落下腐
烂会侵蚀木头，日长天久就漏了。走

路也要当心，那些小瓦片，风一吹，树
一动，会掉下来。”陆阿姨说，这些年

政府多次翻修，还重新换了瓦片，不
然房子破得更厉害。

台风季节更让人担心，大风一
来，大树剧烈摇晃，树下的高压线被

枝条压到，两根碰到一起，就会烧掉
绝缘层，过载着火，由此引发的火灾

不止一起。
这里很多居民都遇到过类似的

烦恼：那时树边的房子大多是违法建
筑，年久失修，因为和树离得太近，墙

体都开裂了；大树枝叶茂盛，挡住了
阳光，虽然可以乘凉，但也影响居民

晾晒。
中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秀华

2018年刚上任时，就注意到大树引
发的安全隐患，联系绿化部门把大树

枝叶好好修剪了一番，但没过几年，
它们又长了出来。

盼星星，盼月亮，这次终于盼到了。海园
居民等来旧改告别时———

一棵老枫杨，一段过去的时光

综合修缮工程让真如这个“高龄”小区重新焕发活力

多出来的数字 减少了的烦恼

轻抚熟悉的深黑色斑驳树干，仰望阳光下枝叶茂盛的树冠，杨薇有些不舍，也有些释然。
杨薇是黄浦区土生土长的居民。今天上午，她又一次来到中华路67弄甲支弄旧居的院子。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

方，到处都是回忆。尤其是那棵亭亭如盖、树荫几乎覆盖整个院子的老枫杨，枝丫里都似乎长满了故事。
“听老人说，这棵树七八十年前就种下了。”杨薇说，包括她在内，父母、邻居、亲人、朋友……一代代人在这棵树下

长大。“如今，征收在即，到了和它告别的时候，虽然不舍，但又有更多的期待。”

    昨天，《黄浦区中华路地块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这意
味着生活在这里的老城厢居民，距离搬

离故土、住进新居又近了一步。
45岁的杨薇说，20多年前，她出嫁

离开老屋，后来父母也搬走了。但一家
人没有把老宅出售或出租。在附近工作

的杨薇，中午有时还会回来睡个午觉。

虽然女儿都已上大二了，但杨薇每
次看到这棵老枫杨，那些仿佛泛黄照片

似的记忆，就会一一浮现。“中华路 67

弄以前叫海园，这棵大树就代表了海

园，代表了家，陪伴了我的童年和少
年。”杨薇说，老枫杨树不仅见证了海园

的变迁，也见证了海园人生活的变化。
“在的时候不觉得，但想到要离开了，真

的怪舍不得的。”
微风吹拂，树上一串串果实随风摇

动，如同风铃一般。杨薇的思绪一下子
回到了童年：我是木头人、滚圈子、踢毽

子、刮香烟牌子……下午 4点多，吃饭
时间到了，各家各户会在树下摆上方

凳，最多两菜一汤，大家互相品尝。“弄
堂里谁家的菜烧得好，都要尝尝，像吃

‘百家饭’。”

在一块豆腐乳可以吃三顿的日子
里，大家物质上都不富裕，但邻里间的

互帮互助，让人感到温暖幸福。杨薇说，
大孩子会在树下给邻居家的小孩子辅

导作业，大人们会在大树下生煤饼炉
子，双职工回来晚了，就问邻居煨一只

煤饼，很快就生好炉子烧小菜了。

树下的老屋 风中的苦涩 未来的憧憬

    甲支弄的人还在树旁洗马桶，

他们的周围，已经“生长”出一片又

一片的高楼大厦。一街之隔，对比
鲜明，大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越

来越强烈。“每次弄堂里传出要征
收的消息，都会让人憧憬半天，可

惜不久又没了消息。”
今年8月28日，中华路地块旧

城区改建房屋征收一轮意愿征询

以99.54%高票通过，中华路67弄就
在征收范围内。昨天，征收补偿方

案征求意见稿公布，更让海园老居
民热情高涨。

“盼星星盼月亮，这次终于盼
到了。”嫁来30多年终于等到征收，

59岁的赵莉芳特别开心。她说，年
轻时大家一起在大树下洗衣服、看

电视，还是蛮温馨的。“但日子就是
不能比较，11平方米的房子住到今

天，真的是受够了！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搬出去。苦了这么多年，老来

要享享福。”
陆阿姨也在憧憬不久后的新

生活。“以前最烦的就是下雨天，外
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虽然政府

帮着维修，但修修补补总归不如新
房子舒心。”她对新家的期待是更

干净、更亮堂。

是的，这棵大树下的人们将开
始新的生活。“再见了，老枫杨！”道

别时，他们心中满是期待与欣喜。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间粮仓

■ 在树下喝茶乘凉的老街居民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