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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北外滩

“城市牛皮癣”即查即清

经营性违规小广告犹如“城市牛皮
癣”，乱贴乱发不仅严重影响市容环境，
而且容易让人上当受骗。作为虹口旧改
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房屋征收项目，东余
杭路（一期）旧改地块共涉及居民 6000
余户，自然也成了诸多房产中介眼中的
“香饽饽”。

前不久，执法队员巡查至舟山路东
余杭路口，发现数位身着职业西服并佩
戴工作证件的年轻人正在向过往的居民
发放广告传单，附近的墙面也被张贴了
不少，上面印有“动迁户首选房源、所有
房源真实有效”等字样。执法队员当即
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证据，上前询问、核对
后发现，这些年轻人隶属外区某房产中
介公司，听闻地块动迁消息后，该公司想
通过散发广告的方式吸引动迁居民通过
他们购买房屋，从而赚取更多的提成。随
后，队员依据相关规定对他们进行了严
肃教育，没收了百余张尚未散发的小广
告，并责令其清除已张贴的广告宣传单。

此外，区城管执法局还采取“先普法
后执法”方式，进一步强化对东余杭路
（一期）旧改地块周边房产中介公司的普
法力度，逐一上门宣传告知合法合规经
营事项，不得随意组织散发房产信息宣
传品；借助前期排摸及前往房地产交易
中心调取相关资料，重点对房产中介公
司公布房源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对
于存在违法行为的公司，依法进行处罚。

执法队员成房东“代理人”

本月初，在东余杭路（一期）旧改地
块的一家店铺门口，清理完室内物品的
店主将大门钥匙交到了石友良手中。这
把钥匙，是店铺的房东吴先生委托石友
良代收的，他说，老石信得过！

随着第一轮意愿征询高比例通过，
东余杭路（一期）旧改地块的居民们看
见了盼望已久的希望，沿街店铺的房东
也想尽快将出租的房屋收回，到时早早
签约。然而，租房合同尚未到期，如何与
店主就租金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令
不少房东犯了愁。让人没想到的是，平
日里扎根社区的城管执法队员化身“老
娘舅”，成功帮助房东和店主解决了矛
盾，甚至成为一些房东的“代理人”。

吴先生介绍，自家房屋的出租合同
是到今年年底结束，早在七月底，他就与
店主商量提前退租的事情，但关于装修
店铺所花费用的补偿，两人一直没谈拢。
自己实在没办法，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求助了与店主打交道比较多的城管
队员。为了不让店主产生排斥心理，石
友良选择以老相识的身份，在下班后穿
着便服上门做工作。一开始，店主选择
对石友良保持沉默，但经过数次上门后，
他慢慢开始愿意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
最终同意各让一步，提前完成退租。

信任，是一天天、一件件事，酝酿出
来的。关键时候，更见人心的力量。石友
良说：大家各有各的难处，但真诚相待，
一次次劝说，还是有很大可能让彼此互
谅互让，取得满意结果的。正是旧改地
块中的这些“用心”和“暖心”助力居民
们早日过上新生活。 （上海虹口）

9 月 27 日晚，北外滩街道在滨江置
阳段举行“不忘初心 勇立潮头”迎国庆
贺中秋文艺汇演暨北外滩街道第二届
“金秋雅韵”戏曲节开幕式。

虹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党工
委书记李红波，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陆
文，北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俊，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龚浩，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宋叶等出席本次活动。

虹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党工
委书记李红波在活动中致辞，他表示
2019 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期间，
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重要理念，为上海深入推进人
民城市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次“不
忘初心 勇立潮头”迎国庆贺中秋文艺
汇演，吸引到了区域化党建单位和“两

新”组织党员主动参与，大家积极融入
社区、以文化会友，以党建为引领，以文
化建设作为实现新旧融合、文商融合、居
职融合的纽带, 不断增强最美世界会客

厅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本场活动分开篇《缘起苏州河》、中

篇《重温红色记忆》、特色篇《戏曲中的
爱国情怀》北外滩京越沪戏曲联唱、尾

篇《不忘初心 逐梦北外滩》等四个篇章
展开，演出者通过沙画表演、舞蹈展示、
诗歌朗诵、戏曲演绎等丰富多样的形式，
大展才艺、各显神通，引得台下观众连连
鼓掌。

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北外滩街道
第二届“金秋雅韵”戏曲节撒下鎏金细
沙，点亮启动仪式，将活动现场气氛推至
高潮。

本次文艺汇演吸引了区域化党建单
位、“两新”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总计
150余人参加，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增强
了辖区党建共建凝聚力和社区宜居幸福
感,为助推北外滩成为上海“中心发力”
的新引擎、引领带动南北发展轴线的
“新地标”、新时代都市发展的“新标
杆”贡献力量。 （党建办）

67年蜗居生活落幕

记者跟着徐靖皞略显兴奋的脚步，
在狭窄的弄堂小道左拐右拐后，爬上一
个低矮的木制楼梯，走在前面的他不住
地关照道：“弯着点腰，小心碰到头啊。”
几十年来，每次有外人到家里来，他都要
反复提醒，俨然快成了一句口头禅。

推开破旧的木门，徐靖皞的妻子正
在用抹布清理一个三五牌台钟，大大小
小十余个包裹分散在各处，使得这个总
面积 19.4 平方米的房屋显得更加狭小
局促。“陪伴了一辈子的老家具、老物
件，能带走的并不多，但有几样特别的
‘宝贝’感情很深，舍不得扔。”徐靖皞
说，这个三五牌台钟是他母亲 40岁时买
的生日礼物，一直使用到现在。2003年，
116街坊首次启动旧改时，母亲还一直
期待带着它入住新房，但后来由于种种
原因，房屋征收工作起起落落，她也带着
遗憾离世。此次房屋征收成功后，徐靖皞
就决定搬家时一定要带上台钟，以后再
带去新房，既是纪念一家人曾经的弄堂
生活，也算是圆了母亲当年的心愿。

交谈过程中，搬家公司的师傅们先后
来到徐靖皞家中，扛着包裹上上下下忙碌
起来。徐靖皞指着一张长不到一米七、宽
仅几十厘米的小床说：“因为家里空间实
在太窄，32岁的儿子至今还睡在这上面，
这次搬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买一张像
样的大床，让他不用再蜷缩着双腿睡觉。”

一件件包裹顺利装车，徐靖皞最后

一次锁好老房子的门，然后前往弄堂内
的房屋征收项目部上交了房门钥匙，67
年的弄堂蜗居生活终于落幕。

旧改也讲求“售后服务”

本以为 116 街坊的旧改工作接近
尾声，区第一征收事务所 116 街坊第二
项目部经理陈超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但
除了奔赴本区旧改史上体量最大的房屋
征收项目———东余杭路（一期）这一新
的“战场”，每天 17:00 至 20:30，她都
还要和同事们一起赶到 116 街坊接待
居民，继续“白加黑”工作模式。

陈超告诉记者，和很多工作一样，旧
改征收其实也讲求“售后服务”，不是居
民签约了就完成任务了，而是需要进一
步帮助他们化解家庭内部矛盾，让他们
高高兴兴地搬家，逢年过节还能坐在一
起开心地吃顿饭。

采访当天，陈超刚从一户共有 5个
在册户口的居民家中出来，这已经是她
第二次走访这户人家。原来，这个老房子
的承租人早早就选择了全货币签约，但
家庭成员对补偿分配方案存在分歧，互
不相让，几次谈着谈着就不欢而散，实际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拒绝搬家。和居委
干部排摸好这 5个户口的情况后，陈超
采取一个个单独谈，加上一起谈的方式，
摸清他们各自的底牌，然后有针对性地
做工作。目前，经过调解，5个家庭成员
表示也不想因为旧改而伤了感情，愿意
互谅互让，就分配方案达成了初步共识。

据了解，陈超所在的第二项目部共
负责近 400 户居民的旧改签约工作，截
至记者发稿前，仅剩几户居民尚未搬家。
“虽然每天早出晚归、忙前忙后，但看到
居民搬家露出幸福笑容那一刻，我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上海虹口）

““不忘初心 勇立潮头””迎国庆贺中秋文艺汇演举行

街道举行“不忘初心 勇立潮头”迎国庆贺中秋文艺汇演活动

6677年蜗居生活落幕
111166街坊搬家率超九成

旧改地块里的““用心””和““暖心””

城管中队队员在旧改地块开展了大量

的工作

北外滩街道城管中队队员石友良来到东余杭路（一期）旧改地块的城管工
作室，一边翻看工作备忘录，一边与队友们商议当天的工作内容。 之后，他走进
老弄堂，一个个街坊巡查有无新的违法现象，并拍照上传至“智慧城管”平台。

从 8 月份起，区城管执法局对症下药，将一定规模的城管执法力量派驻旧改
地块，并设立城管工作室，及时查处占用城市道路乱设摊、乱贴乱发小广告、改
变房屋使用性质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提升旧改征收地块内的环境秩序，助
力北外滩旧改提档加速。 截至目前，已发现问题并责令整改 30 起，查处个人违
规散发小广告行为 21 起，有组织的违规散发小广告行为 4 起，教育并驱散 161
起、343 人次。

近日早上 6 点不到 ， 家住昆明路
249 弄的徐靖?便早早地起床了， 再次
清点前一天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包裹，确
认需要带走的物品无一遗漏。 完成这一
切后，他趁着搬家公司的车辆尚未到达，
沿着弯弯绕绕的弄堂道路走走停停，想
最后多看一看这个自己最熟悉的老街

坊。“我今年 67 岁，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现在要离开了，既开心又不舍。 ”

自 8 月 13 日二轮征询高比例生效
后，本区最后一块“出让毛地”116 街坊
的居民就忙不迭地打包搬家，即使黄色
高温预警天也热情不减， 脸上洋溢着掩
饰不住的喜悦。 如今不过一个月，116 街
坊的搬家率已超过九成。

居民们给区第一征收事务所 111166 街
坊项目部工作人员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