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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区又添一份靓

生活故事

■钱水根 文

清晨，清脆的“咔嚓”声把我从睡
眠中唤醒，探身窗外，苑区右首的“凡
人食府”围着长长的塑料膜，一辆破土
机伸缩着“舌头”，正在拆除废弃食府
的断垣残壁。

我家于苑区高架边觅一丝静谧，
环境整洁，景致秀美。当年置业时，看
中这里交通便捷，如要外出，路上地
下，网路密集，跳上钻下，可达任意地
方。还看中这里环境好，门庭宽敞，面
朝大路，右边，苑名基座下，青绿绛紫
相间，三层叠加，自成一景；左边，一簇
翠竹，四季常青。

一转眼，在这里生活 20 多年了，
一草一木、一事一人、一景一物，是那
么熟悉，那么清晰，那么深刻。

进入小区，右边，树木花草第一
集结地，高个的，10 多棵大树，有柏
树、杉树，和我叫不出名的树，错落
排列，立正稍歇，姿态各异。其中，
有棵柏树，两人才抱得过来。中等
的，似枫叶，紫色调、长条型。矮个
的，一簇一簇，贴着地面，叶子四散
垂挂；三条紫砖小路，交叉着伸向幽
深处。

左边，1 号楼裙房，靠近大门这
一段，一棵大枇杷树，遮掩着橱窗、
快递储物箱；绿植，高低不等，约 18
棵，有剑麻、枇杷、玫瑰，矮的，多修
剪成球型。

一条S形道向内延伸，两个半圆，
一左一右，拱卫着一对孪生兄弟：1号
楼、2 号楼。楼幢周边、角落、凹凸
处，见缝插绿，各式花卉树木，随季变

换颜色。
走过S形道，眼前一条E形道，横

贯苑区。靠墙一侧，长长的停车线，约
有200米，笔直规整，墙脚清一色冬青
树，镂空砖上，方框标记，停泊着各式
自驾车。随着小车普及，车位停满了，
有些车，停靠两幢楼周边。

E形道突出的“三笔”，中间一笔，
连着S形走道，首尾两笔，五彩斑谰，
花卉树木，应有尽有。

首笔，那是苑区的宝贝，一个直径
约20 米的花坛，连同周边，聚集着几
十种花卉树木，密密麻麻，争先恐后，
伸着“脖子”往上长。隔一条小径，有
晾衣架、老年活动室、健身设施。我
常到这里走走，花坛与 1 号楼、2 号
楼，在一条直线上，两幢 24 层的高
楼，高大威猛，气势恢宏。抬头看，仿
佛汪洋大海上，一艘巨轮迎面驶来，
我似一只舢舨；又像无边旷野中，一
座山峰拔地而起，我像一棵小草；也
似动物王国里，一头长颈鹿缓缓而
来，我是一只小免。

末笔，一间红砖平房相隔，我一

直以为是两块花木地，不久前，我绕
道屋后，才知道是一整块，占地不亚
于 E 型道首块花坛地。这里，靠近
围墙一侧呈三角地；中间小径，曲曲
弯弯，步行其间，可达苑门口右侧花
木地，因隔着 2 号楼，看似成了二
块。顺着小径，这头进，那头出，曲
径通幽，别有一番景致。靠 2 号楼
一边，还有一网状小屋，若干花盆，
培育花草。

然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邻里
和睦的苑区，右首边一处歇业多年的

“食府”，残存的断墙、瓦砾、烟囱，像
“牛皮癣”，满是油污，锈迹斑斑，蚊蝇
孳生，说不出的难受。

苑区的人，一直想清除这摊“牛皮
癣”，多年来从未间断，希望清理这片
废墟。

今年3月，事情有了转机，居委马
书记来苑区，大家又提此事，没想到，
第二天，马书记打来电话，说大家的心
愿要了却了，“食府”要拆除了！

几天后，“食府”遗存消失，垃圾
清除，围墙延伸，上端箭杆隔离，下端

墙体深黄，秀外慧中的小区苑，又添
一份靓！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苑区绿
树 成 荫 ，鸟 语 花 香 ，皆 因 有 热 心
人 ，前 后 两 任 居 委 、苑 区“ 银 燕 睦
邻”点，党支部买花、买工具，几届
业 委 会 、几 任 绿 化 人 ，不 懈 努 力 ，
植 下 各 式 花 卉 树 苗 ，打 造 绿 色 家
园。如今，苑区绿化整体升级，还
要听取专家意见，实施后，苑区更
吸人眼球。

行文间，“吴阿婆”在微信群里写
道——小枇杷露出了奶黄的笑脸，有
的害羞，躲在叶中，有的被鸟儿偷吃
了。该采摘了，乘着好天气，风和日
丽，志愿者聚在一起，采枇杷，有拿箩
筐的，有捧垫子的，有扛梯子的，大剪
刀、小网兜、塑料袋，各尽所能。老王
撑开大剪刀，小许爬上梯子，其余人张
开垫子，摘落的枇杷，圆溜溜、奶黄黄，
一串串、一颗颗，小心翼翼放进箩筐
中。有人忍不住，剥一颗，先尝尝，皮
薄肉厚，水润润，略酸带甜，天然环保，
味道好极了！

■陈茂生 文

往日，无论多小的厂，门口都有
间小屋子，门楣的牌子写着“门卫
室”；但众人习惯称作“门房间”，几
十年未有改变。

坐门房间的大多都有点故事。
有在生产时出工伤，落下点伤残的，
有年纪大，行动不灵便的，还有干活
不怎么样但“搞头势”结棍，遇到麻
烦能“以‘搞’对搞”放大招的。尽管
都是老弱闲散，但属“保卫科”编制
的厂部工作人员，机器旁做生活的
是工段、小组考勤的一线车间人员，
档次不同。车间里“做六休一”，节
假日还要到门房间值班，据说是因

为门房间 24 小时天天有人，节假日
大家相互调剂一下。

那年头，蓝色是工厂流行色。
门卫室也是一身蓝工装，尽管坐在
那有点吊儿郎当的模样，但进出的
那些人、那点事无一不看在眼里。
有些回家探亲的知青、工厂附近的
愣头青总想混进厂蹭个澡堂、看看
电视之类。门房间就是必须想办
法“混”过去的一道坎。看到“有点
面生”又直往里走的诡异样，当班
的张口问一句“工作证有伐？”便不
敢再埋头往里闯，总得停下脚步，
要 么 色 厉 内 荏 装 着“ 老 档 ”样 子 ：

“ 五 车 间 小 黑 皮 认 得 吗 ？ 我 去 找
他”；要么笑嘻嘻递根烟：“师傅，帮

记忙……”
门房间里有一排柜子，凡是阴

郁沉闷天，柜缝边会渗出屡屡“油
耗味”，里面当然不是个人细软而
是一把把厚重的桐油布伞。每逢
雨天，下班的职工能在这里借一把
撑着回家，在当时可是一项引以为
傲的福利。最关键的是边上的小
橱 窗 ，摆 放 着 各 方 来 信 还 有 汇 款
单，看到名字便可自取，没听说有
遗漏错拿的那点事。那时看到漂
亮邮票的就跟门卫打招呼“我送过
去 ”，然 后 便 很 谦 卑 地 寻 到 那 位 ，
厚着脸皮讨邮票。这招通常百试
百灵。

门房间通常就在厂区大道边，
夏季闷热难挡的高温天，这里总比
车间多一些自然风。大冬天的优势
尤为明显，装了个煤炉再加一壶冒
热气的开水，几个干活偷懒的家伙
专挤在边上闲聊，这里就是厂里各

种信息八卦的集散批发“炉边社”。
看 似 简 陋 的 门 房 间 其 实 在 当

时颇为先进，不仅有那时很稀罕的
电话机而且还有话筒、扩音机。电
话 铃 一 响 ，车 间 里 大 喇 叭 就 接 着

“ 炸 响 ”：谁 谁 谁 电 话 。 正 做 生 活
的那位姑娘赶忙跑出去，后面总有
几双眼睛盯着还窃窃私语，有好事
者甚至一路打听到门房间，门卫师
傅 听 罢 眼 睛 一 横 ：“ 又 要 乱 话 三
千，人家小姑娘当我的面接电话，
谈朋友电话统统是背朝我。”流言
就此止步。

说到“门卫”，有个“卫”字就有
守卫、防护职能。曾有个小青工下
班前往兜里、包里揣着设备上换下
的废铜零件，想带出去牟点小利喝
小酒。一路忐忑走过门卫室被拦
下，说有汽车进来，稍等一下。听得
那位门卫拿腔捏调地盯着他说：“我
一看就看出来了，不是个‘好宁’”。

顿时浑身上下直冒冷汗，转身返回
把那些破玩意放回原处。此事不知
怎么还是被人知道，有一念之差的
那个被“刮胡子”狠训一顿。

在门房间时间长了，自然认识
那些上级公司的科长、经理。有时
人家轻装微服过来，可能“私访”也
可能“公干”，无需主动招呼仅微微
额首放行即可，转身拨个电话，低声
道来：“厂长，有人来了。”便是恪尽
职守了，再叨叨就“过”了。有句话
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
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指
路。门房间便是“阅人无数”的最好
窗口，门卫师傅就是一个个“资深”
名师。

守望大道、砥砺前行

光影人生

——电影《望道》观摩有感

■张佳 文

前不久，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单位
组织的电影党课《望道》的观摩活动。

一进电影院，影院入口的电影海
报就非常醒目，上面是《共产党宣言》
的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伫立
在遭遇轰炸后的一片废墟上。但是，
他头顶的阳光依然冲破迷雾普照大
地，这也是陈望道和同路人在逆境中
坚守信仰的真实写照。

电影一开场，陈望道改名的一幕
就呈现于银幕。自日本学成归来在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他便主动
改名“望道”，宣示要“追望大道”，探
索、展望、寻找新的道德、法则和革命
道路。电影即讲述了他历经动荡变
革，“追望救国救民之真理大道”的一
生，同时也刻画了百年前坚定理想与
信仰的有志青年群像。

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镜头是，陈
望道一个人在破旧的房子里面，点着
油灯，通宵达旦地翻译《共产党宣
言》。在义乌老家的简陋柴房里，他
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为了寻找英语
里 Bourgeois 和 Proletarians 等准确的
中文表达，揉成团的废纸堆满了一
角。因全身心投入，他把墨汁当作红
糖，蘸着母亲送进房间的粽子吃。翻
译遇到难点，他就去练拳。苍翠山坡

的大岩石上，白衣飘飘的陈望道把一
套拳打得行云流水刚健有力，最后是
一个稳稳的“金鸡独立”。这时他脑
海中忽然灵光闪现，马上往家跑。

片中，陈望道苦译宣言、播撒“火
种”的细节被浓墨重彩地一一呈现。
影片的最后，朦胧中，满头白发的陈
望道仿佛重新回到了故乡——浙江
义乌分水塘的老屋。回想 1920 年
春，29 岁的他在这里将《共产党宣
言》的全文翻译成中文。屋舍桌凳和
油灯依旧，他感慨万千……

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一个印刷所
正式问世，《共产党宣言》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信仰的起点，影响了一大批仁
人志士和革命先驱。《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有力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
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电影讲的是望道，激励的是更多
“望道者”。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
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他也为复旦大
学种下了赓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心
有所信，方能行远！”记得当年我曾经
和朋友一起去复旦大学参观，在复旦
大学校园，那条“望道路”不宽，也不
长，但作为师生心目中的信仰大道，
似乎宽似海洋，长无穷尽。

红嘴蓝鹊（共青森林公园） ■许超森

抖音生活服务“心动街区”活动首站落地上海杨浦区大学路

限时步行街开启一场盛大的“街头毕业典礼”
本报讯 继6月10日“大学路咖

啡生活节”后，杨浦区与抖音生活服
务、创智天地再次共同发起全新尝
试。6 月 22 日上午，抖音生活服务
大学路心动街区开街仪式在创智天
地缤纷广场举行。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周海鹰，
副区长施方与企业代表一起“拨穗
正冠”，为心动街区上海站活动拉
开序幕。

正值毕业季，抖音生活服务“心
动街区”活动首站落地上海杨浦区
大学路，结合毕业季节点和大学路
餐饮、休娱等商业业态，重点面向周
边复旦、同济、财大等高校人群，通
过线下打卡互动、线上毕业季套餐、

达人探街区、抖音运营技能培训等
一系列举措，为市民提供吃喝玩乐
好去处，助力大学路在抖音平台持
续出圈，打造以“大学路”为热点的
杨浦特色城市名片，促进杨浦区消
费再升级。周海鹰一行边走边看，
详细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沿路了解
摊位的产品信息、销售情况等。周
海鹰表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朝气
蓬勃，弥漫着夏日热情与青春活力，
希望“心动街区”活动能更多结合

“五五购物节”以及上海饮食消费文
化，融合当下年轻人元素，以最大力
度做强街区流量，进一步提振杨浦
消费市场。

■记者 封辰霏 王修远 文/摄

人口多、城区老、空间小，怎么办？
——殷行街道党工委书记邱红

又到凤凰花开时，穿梭在大学路心动街区，巨型的毕业帽、毕业告白市集、糖
果色的花束气球……“新潮”、“创意”、“年轻”激发五角场商圈和大学路的新活力。

本报讯 为全面动员部署全区城
市更新行动，以更大力度更快速度推
动城市更新工作再上新台阶，6月19
日下午，2023年杨浦区城市更新领导
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周海鹰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
副区长徐建华主持会议。

周海鹰在讲话中指出，城市更新
是实现区域发展转型、功能拓展、民
生改善、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和抓
手。要知形势、明方向，以强烈的使
命担当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准
确把握新形势下城市更新的新要求，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回应人民群众期
盼、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准确把握新
形势下城市更新的新内涵，推动更新

范围向全域转变、更新导向向“三生
融合”转变。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城市
更新的新课题，努力以杨浦实践为全
市工作提供标准样板。

要抓重点、破难点，不断开创杨
浦城市更新新局面。与创新城市建
设相结合，让城区发展更有动力。
与宜居城市建设相结合，让人居环
境更加舒适。与韧性城市建设相结
合，让城市安全更有保障。与智慧
城市建设相结合，让城市运行更有
效率。

要强机制、聚合力，以更加务实的
行动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强化责
任落实，各成员单位要主动跨前、积极
作为，形成合力。强化项目实施，进一

步细化重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迅速
启动、快速推进。强化服务保障，推动

“资金、资产、资源”要素统筹和“跨周
期、跨区域、跨类别”平衡，保证各项任
务有力有序推进。

杨浦作为老工业城区，一直以
来，始终把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
祉、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抓手，尤其
是通过30年持续的旧区改造，于去年
全面完成了二级以下旧里征收任
务。在2022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
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
大会上展出的85个城市更新最佳案
例中，杨浦区有长白街道 228 街坊、
长阳创谷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时尚
中心和电厂遗迹公园、杨浦滨江“工

业锈带”变“生活秀带”、“人人馆”—
滨江公共空间的人民城市建设规划
展示馆、杨树浦路（大连路—黎平
路）综合改造、上海肥皂厂城市更
新、互联宝地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国
定支路—睦邻街区版本的“大学
路”、四平路 1028 弄城市更新、杨浦
区图书馆更新、武川路222弄城市更
新等12个案例入选。

下一步，杨浦将全面推进点亮新
域、美好新居、品质新景、焕活新筑、
迭代新产、再造新业“六新”行动，着
力推动综合区域整体焕新、人居环境
品质提升、公共空间设施优化、历史
风貌魅力重塑、产业园区提质增效、
商业商务活力再造。 ■记者 封辰霏

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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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南一村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1791户居民第一轮书面征询同意率100%

为同类型旧住房拆除重建提供经验与样本
本报讯 6月21日，随着最后一份

勾选了“同意”并签名确认的书面征
询书递交，控江路街道凤南一村旧住
房拆除重建项目第一轮书面征询工
作圆满完成，比第一轮征询结束时间
提前了7天。至此，凤南一村的85个
门 栋 1791 户 居 民 达 到 了 同 意 率
100%，为这一区域开启新篇章。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凤南一村
是杨浦区典型的老旧住宅。今年64
岁的居民郁阿姨，自5岁起随父母住
进凤南一村，近六十年的时光让她白

了头，也让这个使用面积仅15.7平方
米的小房子走向了衰老，“我们烧饭
都要罩层布，得防着随时会掉落的墙
顶碎屑；日常上厕所得和邻居们错
峰，不然就得排队；最怕就是梅雨季
了，进屋一股子霉味，我家空调得一
直开着除湿……”

厨卫合用、结构设计不合理的
问题日益显著，线路、管道的老化也
带来了安全隐患。和郁阿姨一同居
住的还有她的老伴儿、女儿、女婿以
及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外孙，凤南一

村的焕新升级，是这个五口之家翘
首的期盼。

房屋种类错综复杂，户型面积也
相差很大。据统计，凤南一村目前共
有117种房型，使用权居住面积最小
6.6㎡，最大31.4㎡；产权建筑面积最
小29.69㎡，最大92.56㎡。其中和郁
阿姨家一样使用面积 15.7㎡套数最
多，共656套。此外，35栋房屋里，煤
卫合用占了 3/4，是典型的不成套老
旧小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凤南一村城

市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是《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生
效后，杨浦区最大规模的旧住房拆除
重建项目。据悉，项目启动后，原有
居民楼将全部拆除，新建厨卫成套的
新楼房，为1791户居民改善生活质量
的同时，也将为同类型旧住房拆除重
建提供经验与样本。

2023年3月29日，凤南一村旧住
房拆除重建项目第一轮书面征询正
式启动，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积极
支持。 （下转第4版）

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本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 6月22日是端午佳节，
区领导带队开展节日安全生产检
查。区委书记薛侃就安全使用燃
气等安全生产工作作批示，要求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宁夏银
川燃气爆炸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
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
批示要求，坚决把风险隐患排查彻
底，整治到位。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周海鹰赴黎平路液化气供应站、
大学路餐饮店后厨等重点场所开
展检查，详细检查了解液化气储
存、运输、供应情况以及餐饮场所燃
气安全使用情况，区委常委、副区长
徐建华参加。

区领导指出，要加强安全监
管。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要求，吸取其他地区相关事故
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加强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把
风险隐患排查彻底、整治到位，确
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节日。

要压实安全责任。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压实属地责
任、厘清部门责任、落实企业责任，
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到位。

要强化安全教育。滚动开展
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媒体发布提
醒告知书，对燃气用户进行使用
安全提示，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意
识。开展监管人员专题培训，提
升监管人员监督检查能力水平，
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瞿伟 傅新

杨浦区行政争议
多元调处中心成立

本报讯 6月25日，杨浦区行政
争议多元调处中心揭牌成立，协调
化解辖区诉前、诉中阶段涉道路
交通处罚、征收补偿、拆违等行政
争议案件，并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
人予以法律上的释明和引导，提供
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

依 法 行 政 规 范 与 否 和 水 平
高 低 ，直 接 关 系 着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的 成 效 。 中心的成立旨在构
建司法与行政跨区域的良性互
动机制，化解因行政争议引发的
行政复议矛盾，助力杨浦区法治
政府建设。近几年，杨浦区行政
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案件量呈逐
年递增趋势，不仅反映出全区行
政执法数量在增加，人民群众对
行 政 执 法 的 规 范 性 要 求 也 更
高 。据介绍，2023 年上半年，杨
浦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结事
了”率 93%，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115 件。 ■陈涛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我清晰地记得，今年年初，在工农
片调研民生工作时，几位阿姨爷叔激
动地围着我说：“书记，我们街道建了
这么多为老服务设施，但我家走过去
都太远，能不能建个近点的呀？”“是

呀，我们跑一趟太远了。”“最好能建个
综合设施，养老、办事、娱乐三不误。”

居民你一言我一语，让我陷入沉
思：原以为这些年我们在民生服务方
面勤动脑、不停步，办成了许多实事，

但实际上距离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还有一定差距，“15分钟社区生活
圈”建设还存在布局不平衡的现状。

如何健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丰富
服务内容、完善服务体系等一系列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