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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小城大事

枕流公寓 70家房客终迎“水表分装”
□记者 吴佳逸

5 月 19 日，在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志愿者杨秀兰一大早就忙开了，八点半，她如约
坐在大厅里，住户陆陆续续下楼到她这里交水费。 杨秀兰娴熟地收着钱，心里又有一丝激
动和不舍，因为这是这幢楼的居民最后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交水费了。 就在楼上，物业工作
人员还在紧锣密鼓地开工，为每家每户换上新的水表，百年老楼终迎“水表分装”，告别实
行了几十年的“志愿者收水费”时代。

枕流公寓，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有着“海上名楼”之美誉，最初的业主是李鸿章
的第三子李经迈，后居住过一众文化名流，周璇在此住了 25 年，这让这幢百年老楼在建筑
和历史文化界都有着响当当的名气。 而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草根平民，也有不少老
人，和光鲜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这里的生活设施显得太“落伍”了。 尤其在城市发展
如此之快的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有一个心病，交水费实在太麻烦了。

收个水费忙煞人

原来，因公寓建造时的房屋结构所限，每
家每户的水表多为一户两表、三表，甚至四
表，整个公寓只有一只总水表是上海城投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所承
认的，而居民家中的小水表，全部是居民在五
金店里购买的，既没有水务公司的编码，也不
被官方承认。因为年代久远，公寓建造时的图
纸已不复存在，把一户多表改造成一户一表
已是不可能的事。近 70户居民、共 125 只小
水表，几十年来，枕流公寓的水费都由楼组
长、志愿者负责收。

通过楼组长和志愿者的介绍以及他们
提供的材料，记者总算搞清楚了这繁琐的抄
表过程：每两个月，公寓大堂贴出抄水表公
告，住户抄好水表上的数字，并登记在自己
准备的小本子上，投进志愿者杨秀兰家的信
箱内，杨秀兰陆续收到这些本子后，便开始
做账，根据总水表的抄表数、各家人口拟定
各家需要支付的水费，有了具体缴费数字
后，杨秀兰再把数字和交水费的时间写在一
张张水费单上，水费单是志愿者们自行设计
的，然后，水费单和居民的小本子一起被塞
回各家的信箱，居民收到水费单后，再根据
单子上写的交水费时间去交费，也就是本文
开头那一幕。到这里，居民们的任务完成了，
但杨秀兰的工作还没结束，“每个月，总有那
么几个租客没有按时来交费，我要在晚上挨
家挨户敲门，沟通交费事宜，有时候租客不
理解，觉得你这个水费单不正规，交了费也
没有发票，那我也很无奈，这的确是历史遗
留问题，我也不想这么麻烦。”待所有水费交
齐后，杨秀兰再把这笔钱通过网上转账或便
利店交付到水务公司。为了把全楼的水费收
齐，杨秀兰每次都要忙上半个多月才能办
妥，但她很骄傲地对记者说：“虽然收齐水费

不容易，但我们枕流公寓那么多年从来没有
欠过一次水费。”

“民心工程”走上快车道

今年年初，志愿者吴永湄找到华山居委
会，对居委干部王联宁说起这个诉求，她是
“前任”收水费志愿者，现年 80 多岁的她直
到 76岁还在收水费的一线奔走，她很清楚全
楼居民对于“水表分装”的意愿有多强烈，也
深深担忧志愿者的年纪一天天上去，未来如
果没有人愿意收水费，那 70 户居民的水费要
怎么交呢？王联宁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后，建
议道：“你们可以打供水热线 962740。”吴永
湄听了这句话后决定不妨一试，大家当即就
在居委会里拨打了 9627405，反映了这件事，
表达了希望尽快“水表分装”的愿望。没想
到，几天后他们就得到了回复，水务公司黄浦
所瞿溪站站长朱伟兴打来电话，表示他们要
上门来实地看一看，再商量怎么处理。

很快，水务公司一行十多人来到枕流公
寓，他们和公寓的物业公司静安置业的负责
人、华山居委会的居委干部们以及居民代表
开会讨论，了解情况，听取居民诉求。这让居
民们充分感受到了水务公司对此事的重视，
居民们也很快等来了好消息，春节前夕的一
天，城投水务供水分公司黄浦供水管理所管
网科副科长王树森在实地勘察后当即表示，
维持一户多表的现状，由物业公司负责把每
家现有的水表换成水务公司认可的水表，全
部换好后，接下来由水务公司派人上门抄表，
居民收到水费单后可自行交款。

水务公司此举痛快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难
题，为居民解除急难愁盼，一劳永逸。对此，王
树森对记者说：“考虑到枕流公寓的特殊性和
居民们多年来强烈的诉求，我们也是特事特
办了，我在水务公司工作了 30 多年，一户多

表情况下的‘总表分装’还是第一例。”
王树森还向记者强调：“枕流公寓的成功

案例不一定具备推广性，其他小区如有相关
诉求，还是需要我们实地勘察后，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枕流公寓能成功启动“水表分装”，
离不开物业的配合、居委会的响应，很大程度
上，也离不开枕流公寓 70 户居民的理解与支
持，尤其是一位楼组长和五位志愿者在其中
付出的努力。

就在水务公司一锤定音之后，楼组长马
明华和楼组骨干祝聚宝、张雍容等人便分头
向居民告知情况，收取产证、身份证复印件和
水表材料费一只 250 元，收钱的过程中，有居
民提出异议，也有居民一开始拒不配合。由于
“水表分装”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楼居民

都同意才能开工，为此，楼组骨干们一次次上
门和这些居民沟通，讲清“水表分装”的来之
不易。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便向居委会
反馈，居委干部也积极响应，大家一起坐下来
开会商讨，最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每家每
户的材料和费用都交齐了。
截至记者发稿，工程全部完工。至此，枕

流公寓的居民们交水费终于不用再犯愁了。

□记者 吴佳逸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画面， 在繁华的静安
寺商圈，闹中取静的华山路上，海上名楼的光
环下， 枕流公寓里的居民们几十年来在交水
费这件事上，全部靠人力，费时费力，我听着
都累。 5 月底，125 只水表全部以旧换新成官
方认可的水表， 不知道这里的居民拿着水务
公司寄来的水费单， 在网络上交水费时会不
会怀念曾经拿着“不正规”水费单跑去楼下交
钱的情景？ 不知道历任算水费、收水费的志愿
者们在整理账本时，会不会偶尔失落一下，怀
念起曾经忙碌的那半个月呢？

为了收齐水费， 志愿者们要敲开那些神
秘租客的门，有些是外籍人士，志愿者手忙脚
乱的比划半天，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有几户
人家流动性大，平均每两个月换一批租客，志

愿者沟通起来尤其费力，但“任务在身”，都得
硬着头皮上去“讨钱”。 经年累月，楼组长和志
愿者便是最熟悉每家每户的人。 在我们生活
的城市里， 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人们往往都
是陌路邻里， 枕流公寓为了水费要挨家挨户
敲门的现象显得格格不入，也显得尤为珍贵。
“总表分装”之后，会打破这里固有的氛围吗？
还是因为多年感情的积累，邻里亲密无间、自
律自治的格局依旧？

采访中，我提醒楼组长和志愿者们，把这
些自行设计的水费单和每家每户抄水表数的

小本子珍藏好， 我说：“我听说过居民记了几
十年的账本被博物馆收藏， 作为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见证来展出， 而你们的水费单和小本
子，不也是时代更迭最好的见证吗？ ”这些居
民们笑了，日日习惯的生活，从没想过，它会
成为城市变迁的一道缩影。

最好的见证

记者手记

施工人员为居民更换水表

居民家中的账本和自制的水费单

海园居民区：

开展群租房和地下旅馆整治排查
在海园居民区，有一处地下旅馆严重扰

民。近日，海园居委会牵头整治，还居民一个
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乌鲁木齐中路 27弄 9号三楼，有一间

房间是地下旅馆，由于对面是华山医院的缘
故，这间房间每天都有人员入住和离开，而且
作息时间很不规律，老房子隔音差，这样的现
象严重影响了低楼层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有
着消防和安全隐患。居民们万般无奈之下只
能拨打 12345 投诉和向居委会反映此情况。
海园居委会高度重视地下旅馆整治，一接到
投诉，马上到现场查看情况，第一时间向街道
平安办、房办、城管反映，居委会工作人员配
合街道多次上门进行沟通交流，街道多个部
门联合执法，于今年四月下旬把这一房间整
治干净。

此外，在一系列的例行巡逻中，海园居委
会平安志愿队还发现了华山路 457 号 506
室、514 室均存在群租隐患，他们向居委会治
保和综治中心上报，并在 3月由街道牵头房
办、物业、居委会等部门对这两处进行了集中
整治，消除了安全隐患。

此次活动的开展，排查了群租房和地下
旅馆存在的安全隐患，遏制了流动人口的违
法犯罪活动，推进了出租房屋、外来人口信息
登记管理工作，确保了辖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稳定。

（海园居民区）

整治现场

裕华居民区：

奔跑吧！ 宝贝
作为裕华居民区“大手牵小手，宝贝一家亲”项目的保留活动之一，今年的亲子运动会在 5

月 18日如期举行，共有 12个家庭参与。本次运动会由 6个小项目组成，家长和宝贝们密切配
合，积极参与，整个过程中，宝宝们个个不怕困难，勇于挑战，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互动更是将整个
活动推向了高潮。 （裕华居民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