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8

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

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后，那些摆脱蜗居生活的
居民去了哪里？他们的新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些忙了多年旧改工作
的征收一线人员，一段段“千辛万苦”的往事，他们也有着道不尽的
“千言万语”。近日，记者采访了那些亲历旧改的“过来人”，听听他们
此刻的“心里话”。

>>>

老陈叫陈青苗，是黄浦区宝兴里

的“原住民”。

当年，他作为返城知青通过招考，

成为了港务局的一名装卸工人。1984

年，他分到了宝兴里的一间厢房，搬进

衣柜、双人床、餐桌几件家具后，整个

房间就摆不下别的了。女儿的房间，

只能从头顶隔出一个简易的小阁楼，

没有一丝光照，还直不起腰。

女儿在结婚后搬了出去，老两口

一住便是30多年。2018年，老陈的老

伴突发脑溢血，瘫痪卧床，女儿工作繁

忙，老陈一个人照顾起来非常吃力。

卧床的老伴需要晒太阳，但底楼的房

间里一年四季照不进阳光，黄梅天还

会散发阵阵霉味。即便向居委会借残

疾人推车，门外过道堆满的杂物、门前

高低不平的地砖，也让外出一次格外

不便。因此，患病后的老伴很少出门，

心情也一直郁郁寡欢。

2019年7月，金陵东路地块旧改

项目启动。好消息传来，老陈每天都

会盼着早点签字、早点搬家、早点领

钱，带着老伴过上新生活。彼时的他

理想中的“新家”，是一间电梯房，每天

可以推着老伴下楼晒太阳。

离开宝兴里后，老陈先搬进了徐汇

区田林东路的过渡房。2021年1月的

一个早上，记者在过渡房见到他时，他

正要推老伴去田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做康复治疗。和一年多前完全瘫

痪在床相比，老伴已经能够自己踩几步

康复器材，并在老陈的搀扶下，拄着拐

杖走上几步，气色也明显好了些许。

康复治疗做完后，老陈就推着老伴

往家赶，要回家准备中饭。小区里面有

个大花园，周末上午不做康复治疗的时

候，老陈就用一上午的时间，陪着老伴

一起去晒太阳。过渡房里的“大件”家

具，也是从宝兴里搬来的冰箱、洗衣

机。“因为还很新，还能用呢。”老陈说。

近日，记者拨通了老陈的电话，他

兴奋地告诉记者，2021年4月初，他就

搬进了装修好的电梯房，新家离过渡

房不远，方便老伴继续做康复治疗。

新房主要进行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

安装了一些手扶栏杆。老陈说，当初

一眼看上这个新房，是因为朝南的大

阳台，一点遮挡都没有，光线透亮。而

且卫生间也大一些，老人走动也方便。

还因为新家离女儿家不远，女儿也常

常骑着助动车来探望，走动更勤了。

老陈 瘫痪老伴住上电梯房

旧改“过来人”
说说“心里话”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裘颖琼

“新房装修好了，我随时可以拎包

入住。”时隔两年，37岁的超超终于圆

了自己拥有一套两室一厅婚房的梦想。

超超出生在虹口区唐山路业广

里，和父母生活在弄堂深处的一间逼

仄的老房。看着儿子超超吹完35岁

的生日蜡烛，鲁美云愁眉不展：儿子很

懂事的，一直不提谈恋爱、结婚的事。

其实，老两口都知道，弄堂里不时有人

提着痰盂或马桶进出，这样的生活环

境，怎么让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呢？

2020年，业广里所属的东余杭路

（一期）成为上海当年最大体量的旧改

项目，涉及居民5888证6322户。当年

11月，这个大规模旧改基地迎来了最

关键的一场大胜仗——以98.69%高

签约率生效。鲁美云一家也如愿选了

一套虹口彩虹湾的新房，在22层，两

室一厅，南北通透。

“这套房子打算拿来做儿子的婚

房，装修设计都是他自己弄的。”鲁美

云乐呵呵地说道，两室一厅的新房，本

来装修费预算在11万元。后来老两

口看中了环保板材的地板，决定把装

修配置再升级，多付了1.8万元。在他

们心中，儿子自己住的房子，装修要讲

究点。老两口则住到了宝山。

超超告诉记者，设计师推荐了多

个定做预制柜设计方案。他选择定制

了一套客厅的电视柜和书柜，其他空

间都“留白”，等将来入住后根据需要

添置。上个周末，师傅还上门安装好

了定做的窗帘，再通通风就能入住了。

这些天，超超下班到家的第一件

事，就是进厨房给妈妈打下手。“我一

边帮妈妈切菜，一边看妈妈如何做虾

仁跑蛋、茭白炒肉片等家常菜。”他说，

和父母住在一起37年，每天回家都能

吃上热饭热菜，自己从没下过厨。搬进

新房后，就要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了。

尽管还没有入住，每到周末，超超

喜欢一个人开车去彩虹湾逛逛。小区

里停车位很多。超超说，彩虹湾是一

个大型居民社区，周末的菜场、超市、商

铺非常多，还有社区食堂、上海市第

四人民医院。“购物、看病、运动，我

们步行五分钟范围内都能得到解

决，非常方便。”

超超 37岁小伙圆了婚房梦

首创“阳光动迁”的上海市劳模张

国樑，现任职务是上海市房地产行业

协会房屋征收工作委员会主任。1985

年开始，他就从事动拆迁工作，30多年

参与组织（征收）居民超10万户。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旧改速

度加快，动迁居民多了起来，利益诉求

相应增多。当时，动拆迁行业刚刚市

场化，不够透明，有“先紧后松”的操

作，造成了“谁先走谁吃亏”。每每想

到这里，张国樑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首

批签约搬走的居民。

2002年，上海一家大医院为建造

门急诊大楼要对职工居住的新公房进

行动迁，涉及61户居民。张国樑在沟通

会上向居民大胆承诺：公示动迁方案和

补偿标准，没有“前紧后松”操作，前后一

致。“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动

迁’的雏形。”张国樑说，首次试水压力非常

大，居民将信将疑，后来发现是“动真格”，

纷纷支持，也让张国樑有了更多信心。

2004年，原卢湾区第43街坊是全市率先

正式提出用“阳光动迁”来做的地块。

2008年，上海先后出台了以“二轮

征询”和“数砖头加居住困难托底保

障”为主要内容的动迁政策，以规范文

件肯定了“阳光征收”的理念和做法。

2009年，建国东路390基地在全市率

先试点“征询制”“数砖头+套型保底”

动迁新机制。张国梁在这个基地引入

了最新“房屋征收公示系统”。动迁中

心摆入了触摸屏，动迁政策、房屋面

积、居民人口、安置房源、补偿安置款、

最新签约等信息在触摸屏上“触手可

及”，大大增加了信息的透明性；动迁

居民的签约文本，变成不可更改的电

子协议，杜绝了“暗箱操作”。

“阳光征收”政策赢得更多居民的

理解和支持，让上海中心城区的旧改速

度屡屡创下新纪录：2020年，宝兴里旧

改地块用时354天，实现了“当年启动、

当年收尾、当年交地”；2021年，黄浦区

外滩街道79街坊再破纪录，仅用142

天，实现了一轮征询100%、二轮酝酿期

首日100%、居民自主搬迁100%签约。

近几年上海旧改能实现如此“加

速度”，在张国樑看来，老百姓能走得

那么快，是政府诚信的魅力，这是“阳

光动迁”支撑出来的。

张国樑“阳光征收”第一人

虹口曾是上海危棚简屋最集中、

旧改任务最重的老城区。提起虹口区

旧改，不得不提虹口区旧改指挥部党

委书记、常务副总指挥杨叶盛带领团

队率先试点的“组团打包”旧改措施。

2017年，上海旧区改造方式由“拆

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

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深化城市有机

更新。面对这一新机遇，2018年上海实

行“市区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模

式，地产集团作为“主力军”加入旧改行

列，破解旧改成本收益“倒挂”地块的

资金筹措难题。

杨叶盛回忆道，2019年5月，虹口旧

改史上最大单体地块17街坊启动二轮

征收、做出征收决定，同年6月，居民签

约达98.81%。2020年6月底，该地块成

功收尾交地。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17

街坊是全市创新旧区改造模式，实行“市

区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的首个旧

改项目。在新模式中，17街坊创出了全

市“四个第一”：第一个做出征收决定，第

一个启动居民签约，第一个征收生效，第

一个成功交地。之后，这一模式不断被成

功复制和推广。

2020年起，在杨叶盛的带领下，虹

口区创新并升级“组团打包”模式，把

相邻的街坊“打包”，一次性启动多个

地块，既可以加快旧改速度，又减少了

居民等待时间。这一创新模式，让征

收周期从以“年”计压缩到3个月。一

年时间内，北外滩启动了6个打包项目

33个街坊，惠及居民2.1万户，1年征收

量超过前8年总和。

今年6月初，虹口按下旧改“加速

键”，首次在一天内为185街坊、212街

坊，以及234和247街坊共三个旧改项

目连续召开了三场听证会。为了把疫

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虹口区旧改指

挥部所有工作人员下沉一线、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联系居民有序、

分散地进行咨询或签约；首次采用电

脑摇号排序的方式，让选择房屋产权

调换的居民“少跑一趟”。

“每个旧改工作者都在尽最大努力

多做一点、做得好一点，能快则快、能多

则多。”杨叶盛感慨道：“要让踮着脚尖盼

旧改的居民早日告别蜗居、住进新居，要

让老地块升腾起‘有尊严的烟火气’。”

杨叶盛“组团打包”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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