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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刚把夏保中安顿好，华怡菁和冯菲
又马不停蹄地为他的房子装修奔波。他
们专门找了专业的装修公司，利用业余
时间，安排居委干部、设计师和夏保中一
起上门看房。在装修中，华怡菁特别细
致地关照设计师：考虑到老夏的特殊情
况，所有用具都要尽量低一点，卫生间一
定要装防滑玻璃和把手……让他能够享
受到晚年之乐。

办理产权交易证的那一天，由一位
居委干部开着自己的新车，后备箱放着
轮椅，华怡菁、冯菲带着夏保中一同前

往。由于路程远，夏保中一路上还穿着
居委为他准备好的纸尿裤。到了浦东南
汇房产交易中心，除了需要夏保中本人
签字的环节等，其余的时间，他就坐在轮
椅上等着。居委干部们为他跑前跑后，在
交易中心、物业、银行等几个地方穿梭。

当天手续办完以后，大家一起去看
了新房。车在小区周围转了几圈，华怡
菁惊喜地指给夏保中看：“你以后的小
区多方便，大门一出就是居委会，转个弯
就是商店、菜场，小区里还有卫生站
……”进小区后，找到所在单元，电梯坐

到 2楼。当夏保中进了自己的家门后，望
着窗明几净的房间，他连问了居委干部
三遍：“这是我的房子吗？”“当然是啊。
这就是你想要的产权房！”华怡菁说。

这次，夏保中很少见地提出要求，请
居委干部帮他在新房门口照了张相，露
出了特别灿烂的笑容。

眼下，装修方案已在设计中，如果一
切顺利，再过三四个月，夏保中就可以搬
入新居了。3月 9日，帮老夏过完生日后，
华怡菁和冯菲又马不停蹄地约了装修设
计师，碰头商谈装修事宜。华怡菁说：“由

于老夏的情况太特殊，我做居委干部这
么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只能多担待一
点。有时候还难免遇到别人的风言风语。
我们也没法多解释，问心无愧就好。”

不过，虽然夏保中就要搬入新居，华
怡菁依然有些放心不下。为他过生日的
时候，她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把
钱存好，千万不要再被别人骗。要保重
身体。”她还想着，等老夏搬入新居，自
己要专门和新的居委会对接一下，把事
情都交代好了才放心一些……

（上观新闻）

听到一阵敲门声，夏保中刚打开门，
探出头，就看到华怡菁等人手拎着蛋糕、
捧着菜肴站着。

“今天是侬的 65岁生日，还记得
伐？”禄寿居民区书记华怡菁冲他笑起
来。随后，他看到，居委会主任冯菲、居
委干部以及几个老邻居都笑着，对他说：
“老夏，生日快乐呀！”老邻居刘水金、陈
达章是“帮你忙服务队”志愿者，虽然已
经搬离旧居，还是特意坐了一个多小时
的车赶过来。

夏保中愣了一下，嘴里说着“哦、
哦”，腼腆地笑起来：“谢谢你们……”
然后，拖着不利索的腿，慢慢挪进屋。这

时候，陈达章掏出一件红色的新外套给
他：“这是志愿者们送给你的新衣服，穿
上试试！”

于是，3月 9日中午，在 99 旅馆的
一间普通客房里，出现了这一幕：穿着红
色新衣的夏保中吹灭了蜡烛，许着愿，在
大家的陪伴下，过起人生的第二个生日。

夏保中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幼年
父母双亡，在虹口北外滩街道114街坊过
着独居的生活。他只记得，20岁的时候，
有一位远房亲戚来给自己过了一个生日，
从此再没有生日的概念。眼下，随着东余
杭路（一期）旧改的签约通过，他正住在
旅馆过渡，等待搬入新房的好时光。

他的身份证从此放在居委会保管

华怡菁还记得 2006 年第一次见到
夏保中的样子：由于残疾，他直立起来的
身高只有 1.4 米左右，走路一摇一摆，笑
起来十分单纯。虽然年龄已经不小，但
说话、做事就像小孩子一样。在二级旧
里做居委干部，华怡菁已经熟悉了这里
的破旧和逼仄。可当她去了他家里，还
是愣住了：这是一间仅有 8.4 平方米的
三层阁，又脏又乱，老鼠、蟑螂乱爬。

朝北方向有一扇“老虎窗”，夏保中
也想开窗让空气流通一些，可住了那么
多年，一次也没有打开过。他不是不想
打开，而是没有能力打开。方寸之地，只
要再进去两个人，连转身都会觉得困难。
上楼的楼梯很陡，倾斜度有 70 度左右，
健康人上下都得小心翼翼，行走严重不
便的夏保中上下楼就更加艰难了。上楼
时，身体需要左右摇摆很久；下楼时，只
能坐着慢慢挪。

夏保中没念过书，没参加过工作，生
活半径基本就在家的附近一公里内。除
了必要的买菜、看病，他的日常就是坐在
弄堂口，和邻居“嘎讪胡”。每月仅凭低
保工资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据。

平时，居委会尽可能帮助他申请各
类帮困补助，居委干部们还自发将家中
的被子、衣服送给他。居委干部、党员志
愿者不定期地为他家里大扫除，遇到天
气不好，送饭送菜也是常有的事情。如
果哪天看到他没有坐在弄堂口，居委干
部就会问志愿者、问邻居，直到了解到他
的行踪才放心。

夏保中为人非常单纯，居委干部还
要常想办法防止他上当受骗。有一年，
电信工作人员拿着一张欠了 1 万多元
的话费单找到夏保中，竟直接把他“吓
尿了”。走投无路之际，他向华怡菁求
助。华怡菁一了解才知道，因为一个陌
生人给他吃了几个馒头，夏保中就轻易
地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别人，被骗走身
份证的他才导致了欠款。华怡菁为此事
与电信方面做了交涉，还专门写了情况
说明，终于帮助夏保中免除了欠费。

经过此事，夏保中的身份证就一直
由居委会保管。需要用时，华怡菁会问
清楚他做什么用场，仔细关照以后，才交
给他。用夏保中的话说：“多年来，华书
记就像亲人一样‘保护’着我。”

去年，东余杭路（一期）旧改地块征
收启动，无依无靠的夏保中又开始向华
怡菁求助。每天华书记走过弄堂，夏保
中总会对她说：“书记，旧改征收了我怎
么办？”华书记总会一遍遍地耐心安抚
他：“老夏，你放心，一定把你安顿好！”
不过，华怡菁心里明白：话虽这么说，实
际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拿房子还是拿
货币。夏保中就说一句话：“我想住上产
权房。”华怡菁和冯菲商量后，根据老夏
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建议他选房。他们算
了一下，拿了房子后，老夏的征收补偿款
中还有一部分盈余，可用于房屋装修等。

为了让他能上下楼方便，居委会将

他的困难情况向北外滩街道旧改分指挥
部反映。在政策允许的框架内，积极为
老夏争取符合他居住情况的安置房源及
楼层。最终，夏保中拿到了一套浦东惠
南镇的一室户的小区安置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新
房子要装修，他需要在外借住一段时间，
可他既没钱借房，也没办法靠自己在外
面找房子。这时，居民区党总支又向他
伸出了援助之手。华怡菁向旧改指挥部
和征收事务所打报告说明他的特殊情况
后，一位经办人员主动提出：自己先借给
夏保中 2万元，用于房屋装修期间在外
租赁房屋的房租。怕夏保中又被骗钱，
华怡菁又为他保管了这笔钱，同时安排
了两名居委干部，一个专门记账，一个专
门取款。

为了方便照顾他，华怡菁和冯菲跑
遍了周边小区，最终将他安排在居委会
隔壁的 99旅馆内。“旅馆里有专人打扫
房间，下楼吃饭也方便。”华怡菁说。住
进旅馆的那天，居委干部用轮椅把老夏
推进电梯。从没有坐过电梯的老夏，竟
然不知道该如何按电梯的楼层键。华怡
菁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按键、哪个是上、
哪个是下……直到他弄明白为止。

把事情都交代好了才放心一些

找到过渡房，手把手教会他按电梯

他无儿无女又身患残疾 该往何处去

居委干部和老邻居陪夏保中过生日

居委干部陪同夏保中看新房 夏保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签约、、摸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