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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树被除 终还小区安宁
□记者 姚沁艺

南汇路 10 弄是位于南京西路商圈的一
条浅浅的里弄，交通方便，闹中取静。然而，多
年来，居民深受弄内 3棵高大的水杉树困扰，
尤其是在树干里安了家的白蚁，让居民“连窗
都不敢开”。今年的 10 月 2 日凌晨，在“米
娜”台风的袭击下，被白蚁蛀空的一棵水杉树
轰然倒地。虽说倒下的树没有砸到人，但居民
望着剩下的两棵已有倾斜之势的“病树”，陷
入了深深的担忧。11月 18日，在各方的努力
下，两棵被白蚁蛀蚀的病树被顺利清除，居民
烦恼了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嚣张白蚁蛀空树干
还蛀到居民家里

南汇路 10 弄的居民对米娜台风吹倒水
杉树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当天居民们
一早醒来，发现一颗高达 20 米，树围超过
70 厘米的水杉树被台风吹倒在地，只留下
了短短一截树桩，树桩内直径 20 多厘米的
虫蛀空洞十分醒目。而弄内的另外两棵
“病”树，也有明显的虫蛀痕迹，其中一棵
已经明显歪斜。
据居民回忆，南汇路 10 弄的几棵水杉树

均是上世纪90 年代种下的。20 年过去，小树
苗长成了近 20 米的大树，比周围的 3 层小
楼高了不少，不仅影响了通风、采光，掉落的
叶片还时常堵住排水管道，导致不少居民家
中到处渗水、发霉。即使是去除了一部分枝
叶，还是能看出几棵水杉树都非常茂密。但
和猖獗的白蚁比起来，这些还算是 “小问
题”。“我们一年到头都不敢开这面的窗户
的。”一位老伯用手指比划了一块不小的范
围，“天热的时候白蚁在这里飞得到处都
是。”以水杉树为阵地，白蚁还把“领地”扩
张到了居民家中。家住南汇路 10 弄 7 号的
居民张阿姨就深受其扰，她家的木质门框已
被蛀得面目全非。张阿姨还透露，同一条里
弄的邻居曾在装修时掀开吊顶的隔板，发现
里面的所有木质横梁全被白蚁蛀空了。白蚁
如此嚣张，有没有想过灭蚁呢？奉贤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沈志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
实上，物业公司会定期来南汇路 10 弄灭蚁，

但屡杀不绝。今年夏天，静安区绿化市容和
管理局还委派了专业人员到场进行白蚁灭
杀，可没过几天，白蚁就又回来了，“实在是
难以赶尽杀绝”。

克服方案分歧
居民一致通过

水杉树倒地事件发生后，静安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石门二路街道、居委会、静置物
业和负责南汇路 10 弄绿化养护工作的上海
锦城绿化有限公司共同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并
听取居民意见。上述单位均表示将启动移除
“病树”的行政流程。很快，上海锦城绿化有
限公司就拿出了处理方案并在居民区进行公
示。方案显示，由于树木高大、弄堂狭窄，且植
株被白蚁侵蚀，不具备迁移的条件和价值，因
此决定对剩下的两株大水杉进行砍伐，同时，
在原绿地内补种茶花等品种的灌木。

公示引发了小区居民的意见分歧。虽说

居民们都期待能够早日告别这两棵扰民大
树，可对于“在原绿地内补种灌木”这一点，
却有不同意见。部分居民坚持认为，砍伐树木
后留下的绿地应当空着，不要再补种灌木。
“按照相关规定，原有绿化被移除之后是要再
补种的。”面对居民的不解，居委干部挨家挨
户上门劝解，最终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同意。在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0 月 31 日，静安区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正式下发《关于准予砍伐南汇
路 10 弄部分树木的行政许可决定》，两棵
“扰民树”的砍伐施工工作终于步入正轨。

根治“病”树
补植苗木

11 月 18 日早上 8点半，施工方的电锯
锯下了“病”树的第一根树枝。由于南汇路
10 弄过于狭窄，工程车辆无法驶入，因此，施
工方锦城绿化有限公司提前在弄内搭建了脚
手架。脚手架上的工人先锯断较为细长的树

枝和树叶，再将树干分小段锯断，并用绳索运
至地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开始，锯下来的树干
横截面呈现白色，但锯到中段时，横截面已经
开始发灰。“健康的水杉树，截面就应该是白
色的。”锦城绿化有限公司委派的现场负责人
徐先生对记者表示，水杉树树干中间发灰，已
经说明树木很不健康了。待施工人员锯到中
下段时，树干横截面已经有了明显的虫蛀痕
迹，走近一看，还有不少白蚁在被蛀空的缝隙
里爬。留在地面上的树桩，更是已经有了不少
空洞。
施工方还对南汇路 10 弄其他几棵较小、

遭受白蚁侵蚀程度较轻的水杉树也进行了修
剪，以便改善居民家中的采光、通风情况。

11 月 25 日之前，施工方对移除的水杉
绿化带进行了苗木补植。近日，记者再次走入
南汇路 10 弄，几株绿意盎然的茶花树苗映
入眼帘，居民被白蚁困扰多年的日子终于结
束了。

走进“海上第一当” 见证典当业的兴衰史
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记者 丁皓

“当铺”是一个古老的行当，以前又称之
为纸库、质举、质店、典铺、典当、押店等，是一
种经营抵押贷款的商铺或行当。石门二路街
道辖区的元利当铺旧址位于武定路 202-211
号，建于 1932 年，曾被誉为“海上第一当”，
1993 年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近日，经
过 3个多月的试运行，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
正式对公众开放。
还原 1932年的建设图纸，修旧如旧，博

物馆内展现了当铺整个的流程，特别是按照
1：1的比例还原了柜台高度及栩栩如生的掌
柜塑像更让人身临其境。

靠近泰兴路的这一段武定路很是清净，
过往人流不多，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的门头
显得愈发醒目，门头装饰有巴洛克浮雕和罗
马双柱，建筑整体呈现徽派风格。跨进大门，
站在天井望天，四周由围墙完全封闭起来。据
了解，当时的当铺建筑是二层砖木结构，建筑
占地呈南北进深 20米，东西面宽 27米的长
方形。建筑四周有约 12米高、50厘米宽的高
墙相围，主要作为防盗墙和防火墙使用，外观
上壁垒森严，犹如城堡，在当时上海这样的近
代化都市里都是绝无仅有的。围墙内被分为
四块，分为当铺工作区、库房区、生活区等，均
以天井为中心，这主要考虑到建筑的通风、采
光和使用者的公共空间。

绕过天井内一个写有巨大“当”字的屏

风，进入馆内，一眼可见 1.8 米高的柜台后，掌
柜捻须提笔的人面像。从左边入口开始参观，
环绕至右边出口，完成整个参观过程。馆内展
览厅重点介绍了元利当铺的故事、典当行事
与典当文化两部分，通过图文介绍及影像资
料的循环播放让游客深入了解典当行业。

馆内还展示有各种与典当有关的当票等
老物件。这些专用的当票，一般人未必看得
懂，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准确说出字
面含义。博物馆为了增加与游客的互动性，设

立了一些趣味游戏，如游客可以手写一张当
票带回家，还可以在屏幕上操作，玩一次典当
楹联游戏，看看你在当铺从“学徒”到“头
柜”再从“经理”到“股东”的职业晋升之路。

元利当铺，是上海仅存的规模最大的、保
存最完好的当铺建筑。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
也是一个行业的历史见证。专于经营珠宝字
画等大宗物件抵押的元利当铺是民国上海典
当业黄金时代的代表，也是民国时期的“海上
第一当”。作为传统的金融机构，元利当铺和

其他典当行在民国时期上海人民生活中占据
重要地位，是人们救急解难的常用方式之一。
一声声叫价，一张张票据，定格了属于典当的
时代瞬间。

不同时代的典当文化，蕴藏着不同时代
的精神内核。也许你是典当鼎盛时期走过来
的长者，也许你是共和国典当文化历程的见
证者，也许你是兢兢业业的典当从业者，也许
你是对典当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只要你走
进这幢老建筑的历史深处，就能揭开它的神
秘面纱，感受到这份独有的典当文化。

被白蚁蛀空的水杉树干施工方移除“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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