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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彭庚 文

滴水湖是镶嵌在浦东这块热土
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她晶莹剔透，玲
珑圆润。

初去滴水湖，已是 10 年前了。
那日，春风习习，暖意融融。下了大
巴车，走近滴水湖，苇叶的清香、海水
的咸香、湖水的幽香，若有若无扑面
而来。

徜徉湖畔，一碧万顷。湖边，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形状各异的
建筑，都不甚高，拥湖而踞，错落有
致 ，近 湖 而 不 傍 湖 ，临 水 而 不 占
水 ，给湖边留下了一道宽宽的“走
廊”，给人们留足了徘徊、遐想、修
心的空间。

波平如镜，但 10 年的变迁，已
是天翻地覆。轨道 16 号线早已开
通，且多次增能扩容，足见人气之
旺；海昌公园、航海博物馆敞开大
门，迎接游客；气势磅礴的东海大
桥，将滴水湖与洋山港紧紧相连，
如今，洋山港已成世界最大的集
装箱无人操控港；滴水湖所在，如
今又有了新头衔——上海自贸区
临 港 新 片 区 ，众 多 国 际 金 融 、贸
易、科技研发公司、总部已经或正
在迁入，站立滴水湖畔，将能触摸
世界之风。

沿着滴水湖连通海堤的路，我
信步走去。记得 10 年前，这儿还是
一条从芦苇滩上穿过的便道，时不

时有苇叶轻抚脸颊，而今，已成路
面宽阔的平坦大道。离路百多米
处，在树木的掩映之下，竟然还有
一块湿地，芦苇随风起伏，一些不
知名的野草，匍匐在芦苇的根脚
下，伸出藤蔓，攀附而上以逃离脚
下的潮湿和水漫，呆萌地顶着一朵
朵小小的白花、黄花、紫花。走近
些，听到叽叽啾啾的虫鸣声，急急
缓缓、高高低低，初听杂乱，细听倒
也协调。还可看到横行的蟛蜞。
这家伙，是最爱跟人捉迷藏的，站
得稍远些，遍地皆是；走近了，一只
皆无，影踪难寻；蹲下细瞧，原来全
钻在洞里，举着两只大螯，准备迎
战入侵呢。这是昔日滩涂的真实
缩影。保留下来，是立体的博物
馆，活动的书本，变迁的见证。使
得我们的后代，看到发展的同时，
也能看到一路走来的初心，在他们
的心中，会翻起怎样的波澜？

登上海堤，向东眺望，茫茫大
海，惊涛拍岸。回望滴水湖，恰如其
名，其悬于湖面上的那一“滴水”，似
在不停地变幻。一滴水能映射太阳
的光辉，伫立海堤之上，眼前气象万
千，耳畔号角长鸣，观湖仅 10 载，发
展似千年。

“滴水”映日红胜火

我与浦东30年 世相百态

常将我心比你心
■周维正 文

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导
致双腿长短不一，行走不便，近几年
还出现骨头坏死的情况，一个不折不
扣的残疾人。

2004 年政府启动万人就业 4050
工程时受聘上岗至今，此间，她常常
从一个残疾人角度，理解残疾人的苦
楚与心情，克服自身的困难和不便，
做好各项助残工作，尽心尽力为小区
残疾人，尤其是老年残疾人服务，深
得大家的赞誉。

她，就是杨浦区新江湾城社区时
代花园居民区助残员陈维丽。

“阿婆，我来了。”双目失明的戴
阿姨一把把小女孩拉过来拥在怀
里，用手摸摸她的脸，摸摸她的肩
……小女孩是陈维丽的女儿，经常
随妈妈来阿婆家。一来二往，成了
阿婆的开心果。就要开学了，戴阿
姨想“看看”她。

戴阿姨原来在一家企业上班，
刚进入不惑之年，因视网膜萎缩，
双目失明。一个人从一片光明进
入全黑的世界，从身躯健全变成缺
胳膊少腿，像戴阿姨这样的后天残
疾者身心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而，陈维丽开展工作更加注重精
神上的关心，心灵上的沟通。第一
次接触是她接手助残员工作进行
登记时，得知戴阿姨的残疾证尚未
更换，便立即和她原居住地宝山、

原工作地闸北有关方面联系，很快
为她更换了新证。此后，陈维丽便
经常过来看她，谈天说地，聊东聊
西。小陈对戴阿姨说，“我们已经
这样了，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要看
到社会在关心我们。”陈维丽还牵
线，动员她走下楼来，参加社区党
员服务中心组织的谈天活动。一
段时间过去，戴阿姨的心结渐渐有
所松动，心情比以往好多了。要知
道，戴阿姨家住 5 楼，对于一般人是
再正常不过，但对于陈维丽来说，
只有自个有数了。

都是残疾人，更能体会对方的心
境。陈维丽做工作可以说是主动出
击。该办的，就主动帮人家办，不必
等到人家开口。她虽然走路不太方
便，但对小区里的服务对象，以及发
生的情况都非常注意，“该出手时就
出手”。

搬来不久，子女不在身边，77
岁的徐阿婆因车祸一条腿截肢，属
于重残。得知徐阿婆还未办理残
疾证，陈维丽在惋叹之余，立即为
她申请“评残”，为其申领配发轮椅
和拐杖。雪上加霜的是，徐阿婆的
老伴又患上了尿毒症，在家里做透
析，家庭环境要绝对清洁。考虑到
徐阿婆根本难以做到，陈维丽从实
际情况出发，为徐阿婆申请了居家
养老服务员，每天帮助做两个小时
家务。

今年 7 月，老伴去世，徐阿婆成

了 独 居 残 疾 人 。 陈 维 丽 更 关 心
了。她与独居老人关爱员联系，为
她订了一份牛奶不取就会反映到
居委的“安全报警牛奶”。

残疾评定发证、残疾用品用具
配发、定期送康复上门是助残员的
主要工作，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
工作。陈维丽力求把好事办好。她
常常这样想：残疾人在社会上属于
弱势群体，若是该办的事人家不给
办，该享受的待遇不享受，不仅心里
不舒服，还有被歧视的感觉。凡是
残疾人的事，她都当作自己的事去
办，不推诿、不搪塞、不拖拉，严格依
法循规，尽心尽力。办不到的，她耐
心说明道理，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着落。

有位老人觉得关节痛。小陈让
他到指定医院做检查，并告诉他，
下肢残疾的标准是双下肢相差 5 厘
米。老人点了点头，明白了；一老
人觉得耳朵听不清，申请评残，检
查后，医院开具告知单，明确其听
力视力都没有问题。小陈说，这是
好事啊，应该比拿了残疾证更高
兴；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手术后，
发现骨头坏死，瘫痪在床，小陈急
事急办，立即准备材料申请评残。
办好残疾证后，又为他申配轮椅。
就是住在本小区户籍不在本小区
的，也可以说不在小陈工作范围内
的老年残疾人，陈维丽也加以关
心，若有新的政策规定下来，陈维
丽就会去关照一声，到原来的地方
问问情况，不要忽略了。

工作忙里忙外，居民楼爬上爬
下，腿脚还会疼痛。但陈维丽说，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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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迅 文

一个 略 显 闷 热 的 初 夏 日 。 午
后，我和所在退休支部的党员同志
一起来到思南路 73 号的周公馆（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参观。

毗邻复兴中路的思南路是一条幽
静的小路，偶尔有几个行人或车辆经
过，转瞬间便恢复了幽静。路的两边，
一棵棵粗壮的树干伸展着枝杈围拢在
一起，向天空形成一个散开的花瓣，像
在等待着夏日的到来。

周公馆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国统
区设立的办事处。由于国民党拒绝中
共设立办事处，只能以周恩来个人名
义使用，因此对外便称之为周公馆。
周恩来、董必武都曾在这里工作，内设
办公及起居室。周恩来曾在此接待过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政府
代表邵力子、吴铁城及第三方面代表
沈钧儒、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还举行过
中外记者招待会。

一走进周公馆，就仿佛闻到了久
远的历史气息。小楼底层有警卫室、
一层是会客厅、二三楼是办公室和工
作人员宿舍。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

在一楼，后迁到三楼。董必武的卧室
在三楼朝北的房间。朝东的一间面积
约14平方米，这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
卧室。室内陈设非常简单，床上被子
是办事处成立时发的，办公桌上是周
恩来为上海各界人士于1946年10月
4日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公祭时，在追
悼大会上亲笔写的悼词和他阅读的一
些书刊。

二楼整层楼面，是办事处外事人
员的工作室兼卧室，陈列着收音机、英
文打字机、油印机和编辑出版的《新华
周刊》等物品。

三楼正中一间面积约 40 平方
米，是办事处集体宿舍。朝北的一间
面积约 12 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
室兼卧室。

另外，底层还有传达室、汽车间。
汽车间里停放着周恩来使用过的“别
克”轿车（复制件）。当然，国民党在周
公馆附近布置了大量的特务，每天24
小时不中断地监视着周公馆里的一举
一动。周恩来的车一开出门，后面便
有特务的车一路跟踪。每天出入于周
公馆的人士都被特务一一记录上报。
在楼上的房间里向对面望去，隔路就
是监视周公馆的小楼，有限距离也就

二十来米，让人还能感受到当年那种
残酷斗争的环境。

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封锁
周公馆。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2 月，
全面内战已是“箭在弦上”。董必武在
撤离周公馆时曾对关心中国命运、同
情和赞成中共主张、为中国前途而担
忧的民主人士说过：“用不了太久，我
们就会回来的”。果然，在中共办事处

人员撤离后的第三年即1949年4月，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解放后，周公馆并未作为纪念场
所，而是住进了 8 户人家。1959 年 5
月26日，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2月，经
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同
意，修复旧址，恢复原貌，建立纪念
馆。198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对外开

放。如今周公馆里的陈设大都是复制
品或从他处取来。本着尊重历史、整
旧如旧的原则，所有的陈设和展品也
都是“老物件”。

一路走到周公馆后面的花园，鲜
花静静开放，沁人心脾的芬芳弥漫，
草坪散发着青草的味道，高大的树
干繁茂挺拔，藤蔓在岁月静好中沉
淀生香。

初夏时节探访周公馆

■朱祖昌 文

如今，人们或许已经部分生活在
那些古老的神话中了吧？

你看，有多少科学幻想成为生活
中的现实。科学技术推动了人类文明
的发展，人类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福

祉，安逸、便捷、舒适。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万事万物都有其两面性，现代化也摆
脱不了它的双刃剑。

现代人，登楼有电梯，出行有
汽车；爬山有索道，翻山有隧道；过
河有轮船，跨海有飞机。脚被机器

扛着走，劲由动力驱动着，人的脚
劲是不是正在消退？以至于徒步
旅 行 成 了 探 险 ，步 行 快 走 成 了 时
尚。人们是否该担忧，登山的勇士
会消失。

洗 衣 被 洗 衣 机 代 替 ，写 字 被
键 盘 代 替 ，手 雕 技 艺 被 机 器 雕 刻
代 替 ，工 坊 劳 作 被 流 水 线 代 替 。
手 被 机 械 化 了 ，手 的 功 能 会 不 会
逐步退化？

计算有每秒12.5亿亿次“神威·太
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下棋有具深度学

习能力的阿尔法围棋 AlphaGo，甚至
文学也可以由电脑创作，艺术可以由
机器人演绎。人创造了机器，被机器
超越，被打败，不知是人类的幸运还是
悲哀？

购物有网购，聊天有网聊，转账
有网银，学习有网校。在网络世界
里，没有了表情，没有了声音，文字
符号负责传递信息。在没有温度、
悄无声息的世界里，人被网络笼罩
着。抬头看电视，低头看手机。上
网看电影，下载听音乐。人被封闭

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忽略了周围的
世界。有时候这可怕的孤独会不会
把人逼疯？

忧 患 的 意 识 会 时 刻 提 醒 人 的
生存状态和意识。我们在发展的
同时，不要忘了，科技进步将人类
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时，也给人
类带来猝不及防的“危害”。

安乐会麻痹人。“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这是我们的先贤孟子早在二千
多年前就给予我们的警示，我们能熟
视无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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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五月十四

■记者 杨晓梅 文 朱良城 摄

老小区、老门牌，却是居民卜爱珍
的新房，房型规整、厨卫俱全，阳台朝
南，彻底和“一年到头看不到阳光”的
日子“说拜拜”。6月28日起，包括卜
爱珍在内的153户居民陆续搬回阔别
两年多的武川路 222 弄小区，在原址
重建的新房中，与新生活“成功握手”。

“又挤又潮湿”→“又大又漂亮”
站在阳台，和外孙女看着窗外风

景，想着自己住在老房中近50年的光
景，卜爱珍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我们
原来住在7号楼101、102室，虽然是两
间房，但加起来只有 20 多平方米，其
中一间特别小，只有8平米多一点，一
年到头看不到阳光。我们最多的时候
一共住了6、7个人，住不下就打地铺、
睡沙发，房间又挤又潮湿。”

当时，卜爱珍所住的 7 号楼一共
两层，每层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我们一层楼的三户人
家，有十几口人，早上起来如厕要排
队，很着急。”不仅如此，在老房，见到
老鼠、蚊子、苍蝇、蟑螂都不稀奇，“居
住体验很差。”

武川路222弄小区改造前共14幢

房屋，其中 7 幢为独立成套的售后公
房，剩余7幢为2层砖木结构不成套房
屋，涉及居民153户，产权人为上海财
经大学。这7幢2层砖木结构不成套
房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厨房、
卫生间集中共用，配套设施落后。由
于当时所处地势最低，每逢大雨，水漫
过膝盖，每年房屋都要在水里浸泡长
达半个月以上。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造了排水泵站，情况才有所好
转。之后，白蚂蚁泛滥成灾，房屋地
板、楼梯、门窗、樑柱均已被蛀空，而且
轨交 18 号线也于 2018 年 6 月正面穿
越沿武川路 3 幢房屋，使得房屋的安
全状况雪上加霜，居民要求改造的呼
声强烈。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卜爱珍
对自己的新房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满
意，“跟原来相比，新房真是又大又漂
亮。我们原先是两间老房，现在换来
了两套一室户的新房，新房有电梯，还
有独立厨卫，不算厨卫、阳台，光是一
居室的房间就分别有 14.87、19.86 平
方米，比以前大多了，而且两间房都朝
南，都能见到阳光。”

在缴纳了增量面积费、物业管理
费等费用后，卜爱珍为两套房办好了
入户手续，拿到了钥匙，“接下来，我们

就要装修了，我想尽我的力量把新房
打扮得更漂亮。”

区校联手“还”居民美丽家园
据介绍，武川路 222 弄拆除重建

项目探索高校与政府的紧密合作方
式。杨浦专门成立工作组，召集各相
关职能部门、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研
究制定改造方案：计划将武川路 222
弄 3－8 号、14 号、24－29 号 7 幢不成
套房屋拆除，在原用地范围内新建 3
幢3层住宅和2幢7层住宅，建成成套
独用一室户住宅158套，其中153套用
于安置居民，剩余 5 套房屋作为社区
公建配套用房。

区房管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陈颖
介绍：“方案设计中，为做到每户增量
面积均衡，我们根据原有房屋不同房
型面积的大小，有针对性地设计房型，
以保证居民得益的相对平衡；房屋从
7幢变成5幢，房屋间日照间距也将扩
大。由于工程在居民区施工，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有周边居民担心会对自
身房屋产生影响，并提出施工扰民等
问题，区房管局会同五角场街道聘请
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在居民投票认
可的情况下开展第三方房屋检测；针
对扰民问题，则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文
明施工，同时通过区校联动，把施工区
域与居住区域隔离开，最大程度降低
对居民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此次武川路 222 弄
拆除重建范围内的房屋改造后，使得
居民居住的套内面积有 10 余平方米
的增量，房屋以使用权对居民进行安
置，居民办理入户后，可按照成套改造
后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办理手续，取得
产权证。完成拆除重建改造后，街道
还将对武川路222弄剩余7幢成套房
屋进行美丽家园改造，提升整个小区
的居住环境。

据悉，目前，杨浦全区还有此类不
成套的房屋6600户，区房管局将因地
制宜，有针对性地设计改造方案，通过
扩建改建、拆除重建，美丽家园改造、
加装电梯等方式，进一步改善居民居
住条件。

让居者心怡——武川路222弄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完工

时隔两年，153户居民旧址住新居
重回武川路 222 弄小区，房子靓

起来了，153 户居民的心也更暖了。
一直以来，杨浦区委、区政府聚焦“老
小旧”等民生突出问题，践行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坚持

“留改拆”并举，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
举措，为百姓圆新居梦。

在“留改拆”城市更新理念中，拆
除重建属于“改”的一种方式，像武川
路 222 弄项目所施行的旧房拆除重
建政策是杨浦首创。早在 2007 年，
全市首个拆除重建项目落地杨浦佳
木斯路 163 弄以来，近年来又相继在
控江路 650 弄、广远新村等老小区得
到实践。而此次武川路 222 弄拆除
重建，是杨浦历年来改造规模最大、
涉及居民户数最多、签约速度最快的
项目。

同时，“留”和“拆”的工作也在有
序推进当中。按照相关规定，杨浦启
动了50年以上历史建筑普查工作，对
涉及城市风貌保护的地块进行成片保
留；作为旧改体量较大的中心城区之
一，杨浦旧改征收工作近年来也是一
路高歌猛进、捷报频传，去年全年完成
旧改征收10066户、20.18万平方米，收
尾6个基地，取得历史性突破，今年正
朝着新的目标迈进。

近期结束的十届区委十次全会明
确，“杨浦作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
发地，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当好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的先锋和表率……”在
增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道路上，杨
浦正不断努力前行，相信旧里居民“人
人圆梦新居”的那天将不再遥远。

杨浦时评

让人民城市拥有“更靓的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