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武 钢

在蒋家桥小区， 她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
为“三贴”侨务工作者、优秀党员志愿者，她
就是 75岁的任庭娴。 但是，任庭娴更喜欢大
家叫她一声“任老师”。

任庭娴女儿在国外工作生活稳定， 儿子
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可谓事业有成。她家庭
条件优越幸福，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享享清福。
儿女也都劝二老移居海外， 但都被二老拒绝
了。任庭娴在邮电新村结婚成家，后又搬迁至
蒋家桥小区， 前后在欧阳路街道生活了五六
十年了，她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恋情。作为
一名有着 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她退休后
全身心地投入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为居民、归
侨、侨眷谋福利、解忧愁。

居民陈阿姨告诉记者：“任老师为社区居
民真是操透了心，她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真的
是贴精力贴时间，还要贴钞票。 ”

“有事情就找贴心党员任老师”，已经成
为左邻右舍的口头禅。

贴贴精精力力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 但任庭娴经历十分
丰富，当过幼儿园园长、中学教师，先后担任

祥东居委妇代主任、 蒋家桥居民区党总支委
员兼居民区第二党支部书记、 小区业委会主
任、蒋家桥计生协会监事长、居民楼组长。 她
退休后仍然热心社区工作和侨务工作， 担任
街道侨联顾问和联络员， 还积极参与社区各
类志愿服务。

作为居民楼组长，任庭娴处处以身作则，
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积极倡导邻里和谐新风。
楼道居民常说：“谁家有事，不用出楼道，只要
去找任庭娴就能解决。”居住在任庭娴隔壁的
须阿姨是一位高龄独居纳保老人， 任庭娴每
天上门探望关心， 还经常烧一些可口饭菜送
过去。 遇到老人生病了，任庭娴第一时间陪同
她看病就医。 除了关心爱护自住楼道，任庭娴
还加入社区自治团队“丁妈妈帮帮队”并担当
骨干，积极发挥特长为社区更多居民服务。

贴贴时时间间

任庭娴的老伴尽管已经 80 岁了，但身体
依然很健康， 这得益于任庭娴几十年来的悉
心照顾。多年来，任庭娴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
有条。除此之外，她几乎把剩余的时间都投入
到社区和侨务工作中， 投入到为居民群众服
务中，做好事，行善事，传递服务社区的真挚
爱心和友情。

在担任业委会主任的 10 年期间， 每月
10 日晚上是业委会接待日，无论盛夏酷暑还
是数九寒冬， 任老师都会准时在业委会服务
点接待居民， 协调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
盾，维护业主的应有权利，做到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任庭娴自 2004 年起担任侨务政策咨询
工作室领衔人，一做就是 9 年。 2013 年卸任
后，作为街道侨联顾问和联络员，协助街道联
络各个居委的侨眷工作。无论刮风下雨，任庭
娴依旧每周五上午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接待
来电、 来访侨眷家属， 听取他们的呼声和诉
求，开展谈心、政策咨询等活动，处理化解各
类矛盾， 使党建服务中心成为归侨、 侨眷相
聚、相识、相知的好地方。 她对侨眷工作怀有
深厚的感情，与广大侨眷交朋友，成为侨眷的
贴心人。

贴贴钞钞票票

除了家人， 任庭娴心里同样最惦记的就
是邻里归侨和侨眷。 任庭娴每年组织老归侨
到指定医院进行免费体检；为生活困难、行动
不便、 外地退休或是无业的归侨申请经济补
助； 开展侨联志愿者工作室与老归侨结对照
料的志愿帮扶项目，关心老人的生活起居；协

助街道组织华侨家属联谊活动； 为老归侨举
办 80岁生日祝寿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组
织的关怀。 此外，任庭娴还积极利用侨联联络
员、侨眷、归侨等资源，积极带头开展募捐活
动，支援山西省左权县贫困学生，增强归侨和
侨眷们的社会责任感， 以实际行动向社会传
递正能量。 许多归侨侨眷活动的资金来源并
不充足，任庭娴就会就自掏腰包帮助解决。

有一次，任庭娴在接待咨询时，一位侨眷
家属向她诉苦。 经了解，这位侨眷的儿子失业
下岗，儿媳妇离婚而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任庭娴感到这位侨眷情绪焦虑， 甚至有一些
偏激想法，她立即拨通其儿子的电话，询问是
否愿意重新工作。 儿子非常理解母亲的用心，
经过对那位侨眷儿子面试和考核后， 将其安
置在自己的公司， 切实为侨眷家属解除了后
顾之忧。 “一份工作比捐赠钞票更弥足珍
贵。 ”任庭娴坦言。

尽管已年过七十，任庭娴风采依旧，在社
区居民和归侨侨眷中有着良好的口碑。 作为
一名志愿者，她全心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展示
了党员志愿者的先锋形象。 作为一种责任和
义务，她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言传身教，引领示
范，践行她的诺言：“我愿意多付出一份爱，让
鲜艳的党旗更红火， 让党员的模范作用更有
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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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老归侨系列故事】

【“我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

喜看我哥住房变化
文/何国胜（董家宅居民区）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
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广为流传的一句
话。 那时的浦东， 在上海的地位是十分低
的。 只有沿黄浦江边一带，有着厂家企业和
商店影院。 这里居民居住的是基本遗承了
农耕时期风格的青砖瓦房， 或者是建国初
期建造的棚户结构平房。 那时，没有浦东新
区的称呼，浦东的居民被归入浦西杨浦区、
黄浦区，和已被兼并的南市区。 因而，浦东
居民还被戏称“二区”，既“杨浦二区”“黄浦
二区”“南市二区”。 一江之隔，浦东与浦西
地位差别是显著的。

我不晓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浦东
有条烂泥渡路。 这条路离黄浦江很近，它现
在的位置在金茂大夏附近， 那时这里属于
“黄浦二区”。 我哥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入住
烂泥度路。 那时之所以选择宁要浦东一间
房， 不是他预测到浦东会发展得那么快，是
因为我嫂工作单位国棉十厂在浦东，离烂泥
度路很近。 起初他们也想要浦西的一张床，
上海人习惯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蜗居生
活。 他们最终落脚浦东，还是考虑到我嫂上
下班实在不便。上世纪 80 年代的上海，上下
班公交车就已很拥挤，嫂子还要挤渡轮。 他
们是想省下上班的时间成本，和避开挤车挤
轮渡的折腾。 另外，我哥在纺织局旗下的建
筑公司工作，工作地流动性很大。因此，他们
选择入住浦东是明智的，但也是无奈的。

虽然我哥住的是棚户屋，但经过翻修，
这棚户屋看起来还不错。 哥嫂结婚的那天，
亲朋好友们来闹新房时， 纷纷对这新房点
头称赞，但更多的是羡慕屋里面积大。 因为
房屋实际居住面积有 16 平方米，厨房还不
算在内。 婚前我哥对房屋进行了翻修，他是
搞建筑工程的，装修房屋当然很在行。 屋顶
与地面进行了重做，屋墙也做了加固，墙壁
涂上涂料，房屋变成了崭新的。

然而， 我哥那套房屋毕竟是棚户结构
的，虽然屋顶重铺油毡纸和石棉板，屋顶漏
水问题可以解决，但是，石棉板的隔热性能
是不能与瓦房相比的。 所以每到夏天，我哥
的屋子还是很热，尤其是高温天。 那时还没
有空调，电风扇吹出的也是热风。 因此，我
侄子夏天都居住在我父母家。 而最让哥心
烦的是黄梅天季节和入夏雨季， 烂泥渡路
的路面地势又高，每逢下大雨天，路面排水
不畅，雨水就涌向两边的弄堂。 我哥的住房
又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房屋地势更低。 所
以，一旦有大雨或暴雨，我哥的屋子就会水
漫金山。 他为此也做了一些防御措施，屋墙
下部涂上防水涂料，加高门槛。 然而，这仅

仅是治标不治本，作用不是很大。
烂泥渡路的路面本来就不宽， 在我哥

搬过去的近 10 年中，居民私自搭建的违章
建筑是不断增多， 不少上阶沿都被居民搭
建成厨房。 至于弄堂里乱搭乱建现象，那就
更为严重。 弄堂在变“瘦”，有的弄堂宽度只
能一人通过。 如果哪户人家要搬大物件，那
么真是困难重重。 也因为违建多，出现了有
的排水窨井已入于违建者屋内， 使原本排
水困难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造成了有的
弄堂积水长时间不退。 至于小孩要找个玩
耍地方也难。 我没有想到，我哥居住在烂泥
度路有这么多无奈与心烦。

烂泥渡路要动迁了！ 时间跨入到上世
纪 90 年代，浦东吹响了腾飞的号角。 我哥
的安置新居在浦东金杨新村，有 50 多平方
米，是两房户，因为厨房有 10 平方米，他戏
称自己住房是开放式两室一厅。 可以看出，
我哥是非常期盼早日离开烂泥渡路的。 经
他的陈述， 我才感受到他居住在烂泥渡路
时真的苦不堪言。

金杨新村是当时浦东规模很大的居民
住宅区，上海滩还有这样的流传语：50 年代

看曹杨，80 年代看曲阳，90 年代就看金杨
了。 这说明了金杨新村的建造，是呈现了时
代步伐。 的确，从一幢幢的楼房来看，一改
以前楼房造型的单一模式， 楼宇排列也改
变了过去整齐划一、一排排的布局。 特别是
这里的绿地，总面积很大，又延伸于楼宇之
间。 小区的空间很宽阔，草坪上有亭子也有
山石，弯曲的碎石道，让草坪不再单调。 我
哥选择了一幢 6 层楼房的 5 楼， 我说楼层
高了些，爬楼梯是会很累。 他告诉我，当时
让他在 2 楼与 5 楼做选择，5 楼是高了点，
但采光好。 他的话又让我想到他在烂泥渡
路的生活，由于那里违建特多，终日不见阳
光，他连晒个衣服也难，屋子的光线也越来
越差。

现在我哥的住房条件更加好了。 前两
年，他们通过房屋置换住进了高层商品房，
他住的是 11 楼层，采光自然更好了。 已退
休的哥嫂俩， 每天逛逛公园， 或者跑跑超
市。 我哥从小喜欢写毛笔字，现在在老年大
学学习书法。 他每天会写上几张毛笔字，每
年春节前，便是他大显身手时候。 亲戚朋友
每年都能收到他赠送的春联。 对春联的内
容，我哥最钟情的是乔迁新居。 去年他家门
上贴的是：“新屋落成千载盛， 阳光普照一
家春。 ”今年换成了“风和新居暖，日丽甲第
安。 ”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现在的安居生活
是相当满意的。

热心服务社区和侨联的“三贴”党员志愿者

▲工作兢兢业业的任庭娴多次受到表彰 � ▲

任庭娴（左）经常会主动关心居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