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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居三代

“真对不起啊，徐书记，我不知道你就是陈士英的孙
女，我和你父母关系都很好的！”今年4月24日一早，残疾
人单同根第3次来到金山区朱泾镇临源居委会，握着居
委会主任徐茜的手，感慨万分地说道。
从一开始怒气冲冲，到送锦旗感谢，再到最后真诚道

歉、握手言欢，戏剧性的转折背后，是一个“居三代”的传
承故事——朱泾镇临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徐茜，她的奶奶陈士英和母亲陈军都曾是居委会干部。
女承母业，一家三代女居委会干部的社区故事，在整

个上海都鲜见。她们不仅见证了半个多
世纪的上海社区发展史，也用各自的热
忱与奉献，温暖着烟火人间。

本报记者 屠瑜

一 感谢与道歉
故事要从徐茜与老单那并不愉快的相识

说起。
2022年9月19日，徐茜在社情民意日志上

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二村某号某室单同根来
居委会反映，有人投诉他在公共位置安装塑料
门帘，他表示不要以为自己好欺负，他72岁了，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还是努力安抚老单
的情绪，了解他家的实际情况。”
在随后的走访中，徐茜了解到，那名火急

火燎的居民单同根是肢体残疾人，腿脚不便。
为了缓解上下楼难的问题，他从附近其他居民
区的高层房屋置换到了临源二村2楼。

刚搬来不久，单同根就因在家门前的楼梯
通道上安装塑料门帘惹来邻居们的不悦。对
此，老单不以为然，认为安装门帘是为了挡灰，
并不影响他人。但其他居民认为，门帘对准每
天上下楼的必经位置，每次穿行时身体都会撞
到门帘，搬东西走路也十分不便。
徐茜很想找老单当面聊聊，但拨打老单留

的手机号码却始终无人接听，上门走访也是无
人在家。于是，徐茜动员楼组长就近帮忙劝
导，社区民警接到居民投诉后也来上门调解。
几经周折，老单总算把塑料门帘拆除了，但从
此对居委会心存芥蒂。
再次听到老单的名字是2024年3月，又是

居民来投诉：“徐书记，二村19号旁边新搭了一
个车棚，你们去看看。”徐茜和居委会调解干部
李晓东前去查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蓝色带轮
子的简易车棚，走访得知又是老单的“作品”。
徐茜和李晓东会同物业经理连着好几天

上门，都未能与老单见面，拨打电话又是无人
接听，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老单经营的小卖部
的地址。找到老单时，他气势汹汹地拿出自己
的残疾证，讲了理由：因为腿脚不便，出行只能
靠三轮残疾车，但晚上回来小区车棚已饱和，
他的车无处停放，碰上下雨天更是不便。
听完老单的诉说，徐茜和李晓东也拿出了

方案：“您放心，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经
过讨论，我们准备在小区设置一些残疾人爱心
停车位，专门给像您一样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便
利。您愿意把自己搭的车棚拆除吗？”徐茜的
方案让老单的心情一下子“阴转晴”，他握手道
谢：“如果能这样，那真的太好了！”
居委会说到做到，很快联系了专业机构，

并向结对单位和区残联争取支持。4月中旬，
一个整洁、大方、贴有残疾人爱心停车位标识
的车棚在小区亮相。那天，老单将一面印有
“赠徐茜书记，为民解忧暖人心，至真至诚显
真情”的锦旗送到了居委会。
事情还没结束。就在老单送锦旗后没几

天，他在家附近遇到了几十年没见的老邻
居——徐茜的父亲徐三根。原来，老单和徐
家以前都住在朱泾镇广福街，两家人关系不
错，老单还抱过小时候的徐茜。这次重逢，老
单问老徐：“你女儿现在在哪工作？”老徐说：
“就在临源居委会。”这话把老单惊呆了。除

了震惊，他还感到很难为情，于是才有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二 管闲事的“街长”
单同根口中的陈士英，是徐三根的母亲、徐

茜的奶奶、前广福街居委会主任。在老单的印象
中，“陈街长人好，为老百姓着想，没有架子”。
街长，是当地老百姓对居委会干部的称呼。
陈士英生于1925年，虽然少了文化教育

不怎么识字，但群众基础好，工作特别认真。
1958年，陈士英成为原广福街居委会副主任，
1964年经居民选举后成为居委会主任。“小时
候，因为家就在广福街，从早到晚都有居民来
我家找我妈，又哭又闹的，基本上都是家里有
矛盾或困难。我当时不懂事，特别反感。”徐
三根回忆。
让徐三根印象最深的，是广福街旁有一

条大河，船只来来往往，有时半夜会发生沉船
事故，附近居民听到船员喊救命后，会来找陈
士英。陈士英不但组织居民救人，还要安排
获救船员的食宿，经常通宵达旦地忙。此外，
居民的老房子遇到下雨天会漏水，陈士英就
弄好石灰去帮人家补墙；平日里，帮人照看小
孩、带老人看病等都是家常便饭。
周毛妹曾和陈士英工作过一段时间。在

她的记忆中，以前的居委会人很少，也就二三
人。广福街是一条老街，都是解放前造的平
房，没有物业，活都摊到居委会头上。那时下
水道经常堵塞，陈士英就光着脚下去徒手掏
下水道。“下水道多脏啊，里面还有居民倒的
粪水，但她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陈士英对自家的5

个孩子疏于照顾，孩子们很小就要自己干家
务。唯一的女儿徐峥谈起母亲，至今仍有怨
言。她说，小时候看到其他小姑娘都穿得整
整齐齐，只有她的衣服是破的。“9岁的时候，
我还不会洗衣服，妈也不管，我就拿个刷子去
刷衣服里面，太阳一晒衣服干了，外面还是脏
的，只能重洗。”

三“黄蜜瓜”红利
小时候，徐三根也觉得母亲喜欢多管闲

事，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没想到，后来他的
妻子陈军和女儿徐茜都当了居委会干部，也
是一样的热心肠，一忙就顾不上家里。

1991年，37岁的陈军下岗，后来被选举为
广福居委会委员。那时，陈士英已经退休。
陈军最擅长的是居民调解。一名住在5

楼的阿姨在家中养鸟，总是图省事把鸟屎直接
从阳台往下扔，弄得5楼以下的居民连被子都
不敢晒。陈军和民警上门劝说，却被拒之门
外。她一眼看出这名阿姨的儿子比较好沟通，
就上去搭话：“弟弟啊，你以后总要成家立业
的，你妈妈这样，你以后媳妇还能待得住吗？”
小伙子第一次没听进去，但陈军没放弃，

又找他谈心，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小伙子
也很无奈：“我妈太强势了，我到现在连对象
也没有。”陈军马上说：“那你要跟你妈说，要
抱孙子，就要改脾气，不然人家小姑娘也不敢
进你家门啊。”
小伙子后来告诉陈军，楼下邻居知道他

父亲是开出租车的，就把鸟屎扫了放到他父
亲的车里。陈军趁热打铁道：“这就是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你妈不再扔鸟屎，
人家也不会再这么做，我来做他们的工作！”
就这样，陈军先后5次上门，最终通过这

家人的儿子说服了养鸟的母亲。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陈军一直把婆婆当

作榜样，用苦干赢得大家的尊重。在她看来，
居委会工作的确很累，但能有个安稳的工作
已经很好了。“人要知足。我生长在那个火红
的年代，不怕吃苦。”陈军说。

2005年退休后，陈军走在路上还会被人
认出来。大家隔着老远就喊她：“陈街长！
陈街长！”陈军很不好意思：“我都退休了，不
要喊我‘街长’了。”但被人记得，陈军心里很
开心。
金山当地称一个人是“黄蜜瓜”，就是说这

个人很好，就像能闻到蜜瓜的香味，瓜肯定是
甜的。陈士英在世时，就被大家称作“黄蜜瓜”。
“因为婆婆做得好，我做调解时，居民也

会给面子。大家常常说，算了算了，就不和陈
街长的后辈计较了。”陈军说，这样的“红利”
如今又传给了她的女儿徐茜。有时遇到难说
话、火气大的老居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徐
茜就会先夸对方：“我妈说您人很好的。”对方
会问：“你妈是谁啊？”知道是陈军后，对方大
多会一下子没了脾气：“原来你就是陈街长的
女儿啊，快坐下来聊聊，你妈最近身体怎么
样？”难题常常就此化解。

四 最好的时代
2021年，朱泾镇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时，临源居民区有一名郑阿姨带领全楼10户
居民，给徐茜班子所有候选人投了弃权票。
弃权票不是不满意，只是不认识。徐茜一直

把这10张弃权票作为更努力工作的动力，还总结
了“五小”工作法：成立小队伍、建立小阵地、解决
小问题、安抚小情绪、巧做小事情。
记住居民区所有楼组长和登记在册的志

愿者生日，就是徐茜一直在做的“小事情”。每
个月，她都会为当月生日的人过集体生日。今
年4月22日参加集体生日会后，郑阿姨由衷点
赞：“我们这个居民会真的蛮好的！”
“老百姓看居委会干部好与不好，就是看

他们愿不愿意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把他
们的小事当成大事。”徐茜说。
徐茜所在的居民区有个城中村，连她母亲

那一代的居委会干部都难以走进去，一进去就
被居民指责。徐茜刚上任3个月，就被城中村
的居民骂哭了。对方提了很多看似根本做不到
的要求，但徐茜没有一概拒绝，而是想方设法
帮他们解决难题，尤其是争取镇里经费支持，
帮他们把20多年来经常堵塞的污水支管全部
换掉。为此，有居民先后送了3面锦旗。在接
到锦旗的那一刻，向来坚强的徐茜又落泪了。
最近，徐茜在朋友圈看到，社区里一个孩

子因为牙掉了被人嘲笑，不愿意上学。照理
说，这不是居委会的活儿。但徐茜想到区域化
党建的共建单位里就有区牙防所，便主动帮忙
联系，为孩子修补了牙齿。
现在，徐茜在城中村居民中很受欢迎。为

了杜绝电动车违规充电，居民自发成立了志愿
服务队，每天巡查消防安全。他们说：“居委会
已经做了9分，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这1分。”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
见》，明确了健全职业体系、完善管理制度、强
化激励保障等要求。这就像一股春风，给包括
徐茜在内的社区工作者们极大的鼓舞。此前，
徐茜参加了上海市城乡社区工作者表彰大会，
在交流发言时，她讲了居三代的故事。她说：
“我们一家三代，奶奶代表着最艰苦的年代，妈
妈碰到了最火红的年代，而我身处的时代，就
是社区工作者最好的时代！”

▲ 全家福中，前排是徐茜的爷爷和奶奶陈士英。后排从

左到右分别是徐三根、陈军和徐茜 受访者供图

▲ 徐茜在走访小区，听取居民对于社区治理项目的反馈

▲

徐茜正在“五小工作室”开会 姚丹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