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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老妈”徐银娣走了，她曾是申城旧改中态度激烈的上访户
“儿子”张国樑哭了，他仍是百姓动迁时公平贴心的老法师

1时针拨回2005年。

张国樑与徐银娣第一次联系，

是一通电话。老人在电话里发脾

气：“我不到公司来，我要到我家里

去。”

“你家不是拆掉了吗？”

“那我就在拆掉的家门口等你。”两

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块草地上。

站着谈话，不是办法。于是，两人走进

了马路对面的小饭店。

老人说，自己的动迁不公平，只

拿了60万元，应该拿100万元。

张国樑说，你签了协议，又打了

官司，按政策就是只能拿这么多。

当然，你有具体困难，只要不突破政

策，可以具体商量。

人与人的相识，似乎有磁场的影

响。总是认为“闹得越大越好”的老

人，慢慢愿意听张国樑讲政策，讲道

理，态度不知不觉有点软化。

当然，老人也“将”了张国樑

“一军”，“动迁就是‘吓哄骗’，你

‘化解’了我，就一溜烟不见了。以

后这个基地要是给别人更多，我连

人都找不到。”

张国樑当场给出自己的联系方

式，并表示可以签承诺书，“保证不

放水，保证你找得到我”。

事态有些缓和。老人的女儿回

忆，临走前，徐银娣见张国樑烟没

了，跑到外面买了一包“红双喜”香

烟，还说：“中华牌没了，你凑合抽”。

老百姓，不患多寡，患不均。

张国樑先后和徐银娣沟通了十

几次，最长一次，从上午8时，到晚上

9时。沟通期间，张国樑要无数次回

答老人的问题——你们会不会放

水？会不会给其他动迁户更高标准？

张国樑一遍又一遍回答：“我这

个基地，绝对不放水，一定是‘公开

公正、阳光透明’。”

为了说服徐银娣，张国樑说：

“以后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不为

别的，就是让你每年都能看到我。

要是给了别人更多钱，你可以当面

骂我，也可以继续闹……”

徐银娣心定了。

沟通有了初步结果。既然政策

不能突破，钱不能多拿。那么，考虑

到徐银娣当时已年过七旬，身体也

不好，公司可以帮助她用这些动迁

款，置换一套二手房。

为了妥善解决安置问题，张国

樑先后6次陪同老人看房。当年8

月6日，台风“麦莎”席卷上海，张国

樑陪徐银娣看房，为老人打伞，自己

浑身上下淋得湿透。徐银娣见状，

非常感动，喃喃地说：“我要是有你

这么个儿子就好了。”

徐银娣的女儿说，直到看到张

国樑浑身湿透的这一刻，老人的“上

访死结”，才彻底打开。

以后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2

矛盾化解后，张国樑和徐银娣

的缘分，并没有散。

谁也没有想到，这对动迁人与

被动迁人，居然能维系长达17年的

“母子情”，一直到老人过世。

徐银娣一直是独居。因为独

居，难免寂寞。张国樑见状，就主动

联系里弄兴趣小组，帮老人联系了

一份“串珠编织”的工作。老人找到

了感觉，串珠编得又多又好。后来，

徐银娣还成了编外老师，专门指导

别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此外，徐银娣毕竟是高龄，身体

时不时有些小毛病。每一次，也都

是张国樑张罗，帮老人找医院的专

家看病。一来二去，老人看到张国

樑就眉开眼笑。

连续多年，每年徐银娣的生日，

张国樑总是自己花钱，在外面摆上

一桌。席间，两人亲热地叫着“老

妈”“儿子”，不知情的，真的以为徐

银娣多了一个儿子。

徐银娣的女儿说，老人有时念

佛。她常念叨：“我还有个儿子，他

是做动迁的。动迁不是好行当，但

我这个儿子是好人，要保佑他的。”

后来，老人进了养老院。张国

樑每年为老人订一份《新民晚报》，

徐银娣就每天招呼同伴：“快来看儿

子帮我订的夜报……”

每当身体好一点，老人总要女

儿推着轮椅，到公司看望张国樑。

她常说：“希望有困难、有心结的动

迁居民，都能遇到阿拉儿子。”

快来看儿子帮我订的夜报3

张国樑和徐银娣，不是唯一的

故事。

张国樑从徐银娣这儿明白了动

迁居民的“心结”。从2006年起，他把

唯一的手机号向动迁基地所有居民

开放。大家有任何有关动迁的事，打

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都能在24小

时内得到他的回应。

曾经每一周，张国樑会选择双

休日的某一个下午，和动迁居民“面

对面”。有啥实际困难，有啥想法，

大家都摊开来谈。张国樑总是说一

句话：“老百姓都是讲道理的，只要

你阳光、透明！”

2005年世博动迁后，为了兑现

对动迁居民“找得到人”的承诺，张

国樑连续十年，邀请世博动迁居民

“回家看看”。不少人感慨：“这就是

‘阳光透明’的底气！”

在带领团队完成市中心一个又

一个基地旧改任务之后，如今，张国

樑已过了退休年龄，要开始远离星

月签约、火速生效的热度了。但是，

张国樑的温度，依旧继续。他还是

关心、照顾着20多名像徐银娣这样

的，已经完成动迁但仍需要关心的

居民。

昨天晚上，有人劝张国樑，可以

歇一歇了。但张国樑说：“动迁是一阵

子的事。而付出真心，和动迁居民成

为朋友，这是一辈子的事。”

徐 银 娣

的女儿说，上

海滩的岁月

悠长，忘不了

张国樑这一

句话：“她也

是我老妈。”

老百姓只要你阳光和透明

两个保证和一包“红双喜”

昨 天 ，
一个霜冷的
上海早晨，
徐银娣老人
离世了。
老人的

女儿，在朋
友圈发了一
段话——
“感谢张总，

17年前为老妈
动迁，老妈后半
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是认识张总！”
徐银娣老人，

曾是上海旧区改
造大潮中，态度激
烈的一员。2004

年，她在已经签订协
议并搬离的情况下，
突然反悔，随后不断
上访，还去过北京。
而老人女儿口中

的“张总”，是全国劳
模、当年的动迁工作
人员张国樑。17年
前，正是张国樑用公
平感动了徐银娣，用
“阳光透明”化解了徐
银娣的怨念。
一个是动迁上访

户，一个是动迁老法
师，徐银娣和张国樑
因动迁而相识，因化
解矛盾而熟悉，因争
论而结缘，因“绝不放
水”的承诺而时常联
系……最后，两人成
为“母子”。张国樑喊
徐银娣“老妈”，徐银
娣喊张国樑“儿子”。
徐银娣以亲身经

历，劝说其他上访人
员，帮助张国樑化解
了好几次矛盾。张国
樑则时时刻刻，关心
着老人的生活日常。
第一次见面时，

老人的女儿曾对张国
樑说：“侬碰着阿拉老
妈，算侬倒霉。”

17年过去了。
昨天，老人的女儿对
张国樑说：“你是老
妈这辈子唯一喜欢
过的人。”
张国樑听了，泪

流满面：“她也是我
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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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迁者，听到一个曾
激烈上访的被动迁人去世了，
泪流满面。
这是腊月里最暖的故事了。
张国樑和徐银娣，两

人因动迁工作相识，却在
矛盾化解过程中，成了“最
亲的亲人”。矛盾化解后，
张国樑依旧关心“老妈”的
生活，这一段“母子情深”
的故事持续了整整17年。
从事城市旧改行业30

年，张国樑接触过几万名动
迁居民，没人见过他流泪。
菩萨心肠、金刚手段，动迁这份
工作，不允许人流泪。然而昨天，
这位动迁老法师的这一把热泪，
终究还是为了动迁居民而流。
剑胆琴心。张国樑用心了。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被教

育，做事做人，要用心。何谓
“用心”？我想，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努力过了，但求
无愧我心。这是做人。

第二种，学会了换位思
考，“吾非鱼，亦要知鱼之
乐”。这是做事。
第三种，人与事，融为一

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
做事，就是做人;做人，

就是做事。
最近两年，上海的旧区

改造大规模推进，数十万老
百姓改善了居住条件。从昔
日的“天下第一难”，到如今
大型地块动辄“签约首日生
效”，这当中，也无非两字“用
心”而已。
老百姓满意的背后，既有

制度突破，又有队伍更新;既
有暖心政策，又有民生期许。
理解了动迁的意义，也就理解
了群众的态度，理解了一位被
老百姓认作儿子的旧改工作
人员为什么会流泪。
面对老百姓，要永远年

轻，永远热泪盈眶。

■ 今天上午，张国樑
和徐银娣的女儿一起
翻看旧照片，回忆和
“老妈”在一起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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