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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有人欢喜有人忧，同样居住在
普陀四村的 85 岁高龄独居老人费
阿婆看着大家陆续完成搬迁交房，
心里却止不住地着急。费阿婆居住
在 25 号楼 5 楼，由于爱人早已过
世，唯一的女儿身体不好，住得又
远，长期以来都是一人独居。大半
辈子都过着手拎马桶的生活，当得
知旧房改造后，将拥有独立厨卫设
施，费阿姨不知有多开心。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不足 10 平

米的房间，费阿婆白发如银，岁月
留下的痕迹爬满了脸颊、眼尾。原
本精气神十足的费阿婆突然叹了
口气：“可是现在年纪大了，老毛病
一堆，腿脚不方便，好不容易到了
房产租赁公司，中介看到我们这年
纪就摆摆手，哪里还能找到租借的
房子，看来这搬迁交房，我要拖大
家后腿啰！”说到动情处，她不由自
主地抹起了眼泪。
针对费阿婆的租借房屋难的

问题，普四二委干部马上联系街道
相关领导，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
示可以安排老人住院，这样不仅能
够解决老人住房问题，同时还能养
病。费阿婆得知后，十分感动，握住
居委会干部的手紧紧不放：“真的
十分感谢你们，这么用心地替群众
着想，但是我年纪大了，一个人生
活习惯了，没办法适应卫生中心早
上要查房，晚上还得早睡的生活。

我还是希望自己最后 200 米的人
生能够自由些，我还是不去了！”
听到费阿婆的婉拒，居委会干

部没有气馁，而是继续通过房屋中
介替费阿婆寻找合适的房源，在多
次找房、看房无果的情况下，终于
在离普四二委 700 米处的达丰新
村寻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源“一室
户、独立厨卫、宽敞、还有杂货间，
设施齐全，租金合理，于是我们第
一时间就去现场看了房子，还拍了
小视频，告知费阿婆好消息的同
时，还将视频发给费阿婆的女儿，
让她过来看房。”普四二委主任徐
存俊说道：“现在看房的人多，如果
不抓紧时间，可能房子就被人定
了！”为了费阿婆能顺利租到房子，
徐存俊一方面关照中介将房屋留
着，另一方面时刻关注事情的动
态，最终得知费阿婆和女儿都对房
子很满意并签约时，压在心里的石
头总算是放下了。
像费阿婆这样情况的老人在

普四二委 24-25 号居民楼中并不
是个例，居住在三楼的九旬独居老
夫妻，租借房子时多次因年龄大被
拒绝；住在一楼的 86 岁张阿婆也
同样面临找房困难的问题，为此，
普四二委的干部们正积极地为老
人们寻找合适的房源，盼望项目早
日完成，居民们尽快住上崭新的配
套住房。

4月 18 日是普陀四村 24-25
号居民搬迁交房的首日，家住在
普陀四村 25 号 501-1 室的陈学
宗成是第一户搬迁交房签约者。
陈学宗早早的把材料备齐、拿好
钥匙，来到了普陀四村第二居委
会旧改签约处。街道旧住房成套
改造办公室、居委会及西部集团
长风物业的工作人员在认真解读
旧改政策、说明相关情况后，收齐
了陈学宗带来的材料。西部集团
长风物业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审
核并确认无误后，陈学宗郑重地
在合约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力
透纸背，掩盖不住他的喜悦之情。
随后，陈学宗交出旧房钥匙，这意

味着，普陀四村 24-25 号旧住房
成套改造项目的搬迁交房工作正
式开启，居民们住上新房的时间
开启“倒数计时”模式。
跟随着陈学宗的脚步，记者来

到了普陀四村 24-25 号的旧住房。
由于天气升温，加剧了臭味的蔓延，
扑面而来的是一群苍蝇。陈学宗打
开了自己 9.5 平方米的房门。他比
划道：“别看空间小，我们当初是右
手边一个上下铺，三口之家挤在上
面。靠窗放一台电脑，上厕所还需要
用到尿壶。”地上铺满了搬迁时残
留的垃圾，最多的是他女儿追星的
各类周边。他不舍地捡起来，感慨地
跟我们说道：“这都是女儿去香港、

澳门听演唱会带回来的，我要帮她
理好带回去，这些东西都承载着我
们对老房子的记忆。”在角落不起
眼的地方，有一个被遗弃的尿壶。
陈学宗熟练地给我们重现当初倒
马桶的情景，他开心地说：“以后
这种场面不会再出现了。” 据了
解，这两幢旧改楼都是两层楼共
16 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每天都
需要拎马桶去便池。物业工作人员
抄好水、电、煤量表，陈学宗核对无
误之后，在表上签字。至此，陈家一
户已结清水、电、煤及其他事业费，
这是搬离前的一项重大工作。一切
尘埃落定，普陀四村 25 号 501-1
室的大门贴上了封条。

首户搬迁交房全过程

助老圆梦旧改

仅用了短短 9天时间，普陀四
村 24-25 号旧房改造项目中的 80
户居民全部完成签约，这背后，离
不开一群巾帼“女将”的努力。
去年 11 月，朱萍调到长风新

村街道，负责普陀四村旧改方面的
相关工作。起初同事们都担心这个
身材瘦小的年轻女孩吃不消。旧改
过程中的“硬骨头”很多，需要工
作人员自己先吃透政策、将其背得
滚瓜烂熟，才能一项项解读、传达，
还要一事一议、一家一户摸准 80
户居民情况，引导签约。这些都没
有难倒这名新手。她不仅脑勤，常
常能头脑风暴想出很多好主意，更
是口勤腿勤，在奔波中连皮肤都晒
黑了好几个色号。
“最重要的，是转变工作作风，

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朱萍已
经记不得多少次连轴转的工作节
奏，从梳理旧改政策、征集旧改意
见、上门讲解、问计解难到上门签
约、交房，每一个环节，她都会参与
进去，并认真落实。她怕自己不能
解答居民的问题，每次上门之前都
会做足功课，深入了解每家居民的
“隐情”，想尽办法帮着解决。朱萍
觉得，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尤
其要换位思考，通过认真聆听、理
解居民的需求，并在公平公正和政
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予个性化处理。

在普陀四村旧改过程中，街
道、居委会、物业、居民是四股核心
力量，怎样把这四股力量拧成一股
绳并相互起作用？这便是普四二委
联络员王博雅在成套改造中的工
作重点。虽然 2017 年才担任联络
员，但普陀四村的每位居民几乎都
认识这个长发爱笑的年轻姑娘。
“这个小姑娘讲话老温柔了，耐心
也好，阿拉有不懂的就喜欢问她，
她也很热心帮我传达解决。”普陀
四村的陈阿姨说道。
王博雅的工作可以说是“居民

的传话筒，干部的麦克风”。每户居
民的诉求大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对
补偿金不满意；有的是觉得设计方
案不合理；有的则是因为各种私人
原因。对于居民诉求，她首先会整
合归类，梳理清楚，然后再传达给
相关机构和部门。“我觉得作为联
络员一定要多聆听、多思考、多请
教、多沟通，认真践行“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居
民、街道和物业打成一片，主动去
问他们的需求，而不是被动地完成
工作。”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和初
心，王博雅获得了一致好评。
普陀四村24-25号楼设施严重

老化，经常楼顶漏水、下水道堵塞、电
路出问题……只要一出现类似问题，
居民们一个电话就能叫来长风物业
公司的人。物业做的不仅是脏活累
活，还非常琐碎。尤其在普陀四村旧

改中，从意见征询，到签约交房，物业
工作人员陆娟娟经常不定时加班，甚
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双休日了。她
不喜欢拖延，一有工作就一心投入
进去，甚至还有点爱较真、追求完
美。居民阿姨有时看到陆娟娟工作
很晚，没来得及吃饭，常常要拉着她
到自己家吃，但都被她婉拒了。
大家觉得陆娟娟是个工作狂，其

实她就是个实在人，讲话也很直白：
“我觉得做基层工作，尤其是物业，凭

的就是良心。大家都是老百姓，我能
够为你做的，我一定为你做好，我做
事一定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住在24号楼的谢阿姨，刚开始

不愿签约交房改造，后得知谢阿姨
是不放心门前的那棵自己种了 30
多年的腊梅树。陆娟娟立刻派人勘
察，最终将这棵腊梅树移植到了同
小区49号楼前的绿化带上。谢阿姨
看着心爱的腊梅树搬入了“新家”
并且已经成活，立马就签约交了房，
还主动帮助动员其他居民签约。

旧房改造中的“拼命三娘”

正在和小区物业人员对接工作的朱萍（（右一））））

王博雅在普陀四村小区讲解工作

陆娟娟（（左一））接过居民交房钥匙

普陀四村 24-25号
即将告别手拎马桶时代

旧改
剪影

普陀四村 24-25号居民楼外墙破旧不堪，凌乱的电线拉扯缠绕。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老房子，内部设施老旧，不仅没有独立厨卫，甚
至不少居民仍在用手拎马桶，这让不少居民住得不舒服。 而最近作为普陀区旧住房成套改造第一批下达的任务之一，普陀四村第三轮旧
房改造签约率提前 52天完成 100%目标。 “终于要告别拎马桶的时代了”居民们欢欣雀跃。

5月 17日，随着最后一户居民到项目组办理搬迁交房手续，至此，普陀四村 24-25号旧房成套改造项目提前一天完成交房 100%目标。

记者 张叶萍 整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