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延吉四村，有三栋你不知道的“奇葩
楼”，共14层的居民楼电梯只到13楼！14楼
的居民莫不是乘到了假电梯？
在延吉新村街道的支持下，四村居民通

过自治，自行筹资更换了 25号、26 号、68 号
三栋住宅楼的 6部老电梯，同时将电梯升到
了 14楼，解决了困扰顶楼居民 31 年的难题。
日前，4台电梯已完成更新投入使用，另 2台
也即将完工。

老电梯换新
引出顶楼居民“老大难”

据介绍，延吉四村建成于1987年，大部分
是六层住宅楼，只有3栋带电梯的小高层。但这
三栋小高层先天不足，电梯只通到13层，顶楼
居民要通过消防通道走上去。由于小高层在当
时还十分稀罕，能够分到这里入住，很让人羡慕，
因此顶楼居民对于爬一层楼也就不计较了。
如今 30 年过去，6 部电梯已经老化，经

常出现停运、关人事故，经过多次修理仍然无
法根治，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经专业评估，
6部电梯已经不具备维修价值。但由于是售
后房小区，维修资金不足，更换电梯需要自筹
一部分资金。于是，延吉四村业委会开展了调
查，大部分居民表示愿意更换新电梯。
“我们一层十几户居民，每家都有老人，

有的甚至90多岁了，老人爬不动，轮椅也上不
来。这次更换新电梯，能不能索性把电梯升上
来？我们愿意多出点钱！”在听取居民意见的
过程中，25号 14楼的居民姜金保向居委会主
任王秀娟提出了请求。

王秀娟立即表示，如果技术上可行，就一
揽子解决这个“老大难”。于是，她请来专家
现场查勘。专家发现，25号和 68 号的顶楼原
本就有机房和井道，只不过当年由于技术原
因，担心电梯出现“冲顶”，就把顶层空了出
来。所以更换电梯升上一层，难度不大，但是
要增加数万元的费用。而 26 号的房屋结构
和另外两幢楼不同，没有机房，而且结构是横
向的，需要加以改造，重建机房，工程很大，费
用也更高。

电梯直达 14层顶楼

2018 年初，延吉四村党总支、居委会和
业委会积极发动社区党员、楼组长和热心居
民组成电梯更换自治小组，建立了征询机制、
筹资机制、咨询机制。这项工作同时也得到了
负责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的大力支持。
征询过程中，自治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发

放、收集征询意见反馈单。几个月后，三幢楼
均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同意率，顺利通过电梯
更换方案。在之后的筹资过程中，因为电梯改
造需要，25 号、68 号的顶楼居民每户要出
3000 元，而 26 号楼的顶楼每户居民要出资
8000 元。25号、68号的顶楼居民很快筹足了
资金，但 26号一部分顶楼居民认为出资差距
太大，有些不能接受。自治小组多次上门解
释，同时请来房屋建造和电梯方面的专家讲
解，最终消除了居民的疑虑。
2018 年 8月起，延吉四村的 6部电梯换

新工程开工。3个月后，25号和 68 号楼电梯
完工，正式交付使用。由于 26号楼的工程较

大，一部电梯的更换将在一两周后完成，另一
部要到春节后才能竣工。
延吉四村的老电梯换新项目，获得了

2018 年杨浦区“居民自治十佳项目”。延吉
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老旧小区多，
这个项目探索了一条老大楼电梯更新改造的
新路子，今后可望在其他小区复制推广。

（杨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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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工约 3355幢优秀
历史建筑可手机阅读

总高 14层电梯却只到 13层 这幢“奇葩楼”怎么解决

近日，位于军工路的上海理工大学校园
内，35 幢老建筑在醒目的位置上都贴了一块
“二维码”标志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
些二维码是为见证该校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量
身定制的“身份证”。
只需扫描这些二维码，即可获得老建筑

的历史照片、建筑特色和人文历史等相关信
息赶快一起来了解下吧。

手机扫码可了解
校园建筑的前世今生

在上海理工大学，扫描校长办公楼“思晏
堂”外张贴的二维码，一段长约 9 分钟的介
绍音频映入眼帘。下拉页面，这幢老建筑的前
世今生便一目了然。
“思晏堂”是沪江大学第一座大建筑，

1907 年垫高地基，1908 年举行奠基礼，并于
年底竣工，1956 年遭龙卷风破坏严重，1957
年修缮，2005年 10 月 31 日被上海市人民政
府评为优秀历史建筑。
此外，从页面里的一张张手绘图中也可

看到“思晏堂”原本的建筑风格：砖木结构、
学院哥特式建筑风格。南向的门廊用组合柱
式，东面入口有拱形门洞。建筑立面上的双联
尖券、山墙玫瑰窗、突出屋面的尖塔以及外墙
的扶壁均带有明显的哥特特征。而南立面组

合柱式门廊和露台则表现出上海近代西式建
筑所常有的折衷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郑章成、陈中凡、吴经熊、

徐志摩等人原来都在这里留下过刻苦读书的
身影。著名法学家吴经熊曾在“思晏堂”做氧
气实验时，好奇心大发，想看看氧在瓶里会怎
样燃烧，于是尝试用火柴点燃氧气，瓶子马上
爆成了碎片，万幸未受伤。

二维码背后的故事
处处皆可考证

去年，上海理工大学校长丁晓东在学校
第八次党代会上提出：“校园可漫步、建筑可
阅读、文化可触摸。”这些陪伴校园走过百余
年时光的老建筑，它们何时建造、因何而造、
背后又有怎样的人文历史故事？这在“建筑可
阅读”项目开始时都是未知数。
“当时学校的历史建筑中，档案资料相对

较多的只有 1幢，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来进行文献资料搜集和考证。”上海理工大学
档案馆馆长孔娜说，“在沪江大学成立初期
时，有大量的美国教师来华，因此我特意拜托
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去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
学的图书馆中搜寻，果然是找到了不少珍贵
的档案资料。”
材料找到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对源

头进行考证，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环节。
比如就“思晏堂”的建造时间这一小点，档案
馆工作人员便从《The Voice》《沪江大学
1923 年年刊》《1937 年沪大一览》及海波
士、魏馥兰等人的描述留档中找到了各种说
法。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刘淑娟表
示，“内容考证的部分我们还会一直继续下
去，并随时进行补充。”
在繁琐的考证中，他们也发现了不少有

趣的史料与故事。比如，现如今校园里的公共
服务中心原先是于 1928年开馆的图书馆，在

当年的开馆仪式上，胡适在现场公开了自己
的幸运数字“17”。他风趣地说，“余生于光
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今贵校图书馆开幕
适在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可谓凑巧之
至，诸位今天很快活，哪知我比诸位更快活”。
在场听众听闻后忍俊不禁。

凸显校园特色
让老建筑更加鲜活

和外滩南京东路、徐汇衡复历史风貌区
等地的优秀历史建筑相比，高校的“建筑可
阅读”该如何凸显出校园特色呢？为此，上
海理工大学档案馆组织员工走访黄浦区、徐
汇区的优秀历史建筑，还在出差时参观了厦
门大学。在孔娜看来，高校在学术考证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线上介绍学校的重
要事件、校史上的名人轶事、历史上的校园
生活等，都会让校园内的建筑变得更加鲜
活。
此外，高校中的师资力量也是一笔宝贵

的资源。上海理工大学的“建筑可阅读”就
邀请了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胡鸣强，通过
手绘还原校园内 35幢历史建筑的原貌，语音
讲解来自一位播音培训老师的无偿录音，还
邀请了学校版艺学院陆赉老师设计了 13 个
建筑铭牌方案，再通过师生们投票选出。“大
家愿意无偿的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也是出
于对沪江大学历史建筑的情怀，也希望从此
漫步于校园的人们都会对上海理工大学有更
多的了解和热爱。”孔娜说。

（上海杨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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