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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到一个“嘎讪胡”的好地方
龙华街道打造公共休闲空间 培养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 ! ! !年初三的暖阳下，徐汇区龙华街
道机场新村传出一片欢声笑语。“新
年好”“身体健康”“恭喜发财”……露
天木质阳光亭里，聚集了 !"多位老
人，一见面，就热络地互相拜年。

#$ 岁的胡彩菊一边择菜一边
聊起新年菜谱：“四喜烤麸、水笋烧
肉、塌菜冬笋，还有‘金元宝’蛋饺、
‘如意菜’黄豆芽，一样也不能少，蛋
饺必须自家做……”$%岁的朱祖德
合上刚买的《新民晚报》，开始笑谈
民生：“听讲，周边房价又要涨了。”
每逢天晴，&#岁的周坤良都会从 '

楼的家走到亭子里孵太阳。“现在条
件真好，天天像过年，但有一点不好
忘记，家庭要和睦团结。”她家特别
热闹，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改建紫藤架汇聚四邻
地处徐汇滨江的龙华街道有点

“老”。户籍人口 '()万，其中 #"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 )!*，比例每
年仍在递增。辖区内的老小区居多，
许多老邻居相处了二三十年，保留
着传统而温暖的相处之道。“在我们

街道，最受老年人欢迎的休闲方式，
就是左邻右舍经常聚在一起，孵孵
太阳，‘嘎嘎讪胡’。”龙华街道办事
处主任程伟笑着说。

一片小小的户外休闲场所，能
晒太阳、避风雨、拉家常，说说张家
的股票为啥炒得好，谈谈李家的小
辈怎么尽孝道……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要求，是龙华街道很多老人的
共同期盼。然而，想找一个“嘎讪胡”
的好地方，并不容易。
机场新村原有一个老旧的紫藤

架，勉强搭成临时的公共空间，但夏
不能蔽日，冬不能挡风，座椅是冰冷

的水泥石块，很多老人不愿意驻足。
“有点刮风落雨就要往屋里厢逃。”
胡彩菊回忆说。

经过街道和居委会的共同努
力，!"+'年 +"月，一个崭新的阳光
棚落成：水泥长凳铺上了一层厚厚
的软木框架，结实通透的阳光遮板
代替了杂乱无章的枝叶。从此，这里
成了全小区人气最旺的宝地。春节
后，街道和居委会打算在棚内设立
一个小型文艺宣传园地，取名“艺苑
小栖”，借此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
“将来‘艺苑小栖’更吃香了，来晚

了没位子！”阳光透过玻璃屋顶洒下

来，把胡彩菊的笑脸映得更加灿烂。

旮旯里辟出休闲广场
情景相似的故事，也在龙华街

道其他居民区上演。比如俞一小区，
找不到像机场新村那样的紫藤架，
老年居民的社交需求却同样实实在
在。有居民悄悄找到一片空地，就地
取材，用塑料膜和破布搭了一个简
易小棚，吸引不少人自发前来，但临
时棚毕竟破破烂烂，有碍观瞻。

!"+'年 ,月，龙华街道决定拆
旧棚、建新亭，提前晒出“施工进度
表”，采取异地制作、现场安装的办
法，花了一天时间，建成一座高 #

米、可同时容纳 )"多个居民休憩的
凉亭，赢得了许多人的好口碑，被一
些老人昵称为“民心亭”。

在龙南五村那个售后公房小区
里，老年人的比例较高，特别缺少舒
适的公共活动空间。去年，居委会主
动协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广
泛听取居民意见的基础上，仔细清理
小区 +"!号旁的旮旯，“螺狮壳里做
道场”，硬生生新辟出一片 +'"平方
米左右的空地，迅速建成焕然一新的
“休闲广场”。老人和小孩终于拥有了
一个休息放松的好去处。

特色鲜明的公共休闲空间已成

为各个居民区的一抹亮色，也是小区
整体环境明显改善的一个地标。

居民自治建设新家园
近几年，由于私家车数量激增，

一些老小区不堪重负。为此，龙华街
道有针对性地启动多项改造工程，
平路面、拓路宽、补绿化、增车位，实
实在在地改善了小区环境。
在街道领导看来，这些便民公

共空间还应该扮演好另一个重要的
角色———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阵
地。“这些新开辟的社区公共空间，
已是许多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也可以变成培育社区居民自
治能力的土壤。”届时，通过街道和
居委会的适当引导，将来有更多居
民把阳光亭看作一个“自治家园”，
常常相聚，既闲谈家长里短，又能讨
论公共事务，为小区管理出谋划策。

从近期召开的龙华街道第三届
社区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传出消
息，龙华街道今年将坚持围绕大局，真
抓实干，在市容管理上“补短板”，在民
生发展上“打快板”，在文明共建上“树
样板”，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
平，着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家园
感、归属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曹刚 社区全媒体 夏扬

新乡饮上丹江水 人民胜利歌一“渠”

! ! ! !初四的新乡飘着微雨，南干桥
边的风筝摊有些清冷，岸上成排的
柳树还没发芽，蜡黄的线条也显得
没有什么精神，倒是把桥下那条青
色的河映得有些油画味儿，甚至恍
惚间忽略了河上漂浮物所煞的风
景。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人民胜利渠。
滔滔黄河水沿着这条渠，滋润

这方水土已经 #"多年。刚建成那会
儿，人民胜利渠可是远近闻名，开闸
放黄河之水，既解了黄河水患，又补
了新乡水荒。“当时外国水利专家断
言黄河无法治理，这条渠的兴建直
接就结束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
历史，掀开了新中国开发利用黄河

资源的新篇章。”林保国是位新乡当
地的退休教师，对这条渠算是颇有
研究。在他的记忆中，人民胜利渠就
是光荣的代名词，“)" 多个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还有联合国官员，水
利专家都来考察过。渠首位于河南
焦作武陟县境内，总干渠全长 '!($

公里，至新乡市汇入卫河。有效灌溉
面积超过 +)"万亩，灌区的平均粮
食单产是灌溉前的 +"倍还多，一条
河渠福泽了 '""万人。”林老师说，当
年，他们的饮用水也来自这条渠。如
今的水别提清澈见底了，部分地方还
青得泛黑，土生土长的孩子很多已经
叫不出河渠的名字。
“水比以前脏多了，我小时候就

爱到河边耍。”王婶说的小时候也就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孩子
们都喜欢来河里抓鱼，“沙石不多，
水还清，鱼可多了，一抓一个准。”现
在可不行了，黄河水都少了，这里更

是非灌溉季节水都成了死水，基本
一条鱼都找不到了，就算抓到也不
敢吃，“看看河上漂的垃圾塑料瓶，
再看看上游的纸浆厂，谁还敢吃这
的鱼，哪知道水里有什么毒。”
水质的破坏让人痛心，周围的

建设却是令人欣喜。农业灌溉、土壤
改良、城市供水、水力发电……在人
民胜利渠的滋养下，河岸的沙碱地
慢慢变成良田，靠天吃饭变成有计
划地适时播种，农民的生活自然越
来越红火。新乡这座城都像是注入
了发展的新活力。
老宋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安

阳迁到新乡，从此定居下来。+&,+

年，他们搬到了现在的南干桥边，在
人民胜利渠畔盖起了房。“那时候如
果盖个二层小楼，周围人都羡慕得
很。河西面是一片荒野，别说高楼，
公路也没有啊。”宋老爷子已经 ,"

岁了，家里开了个小旅馆，盈利不算

多，但他很知足。“特别这两年，变化
更大了，家门口修起了宽敞的大道，
乡亲们住上了花园式的洋房。”老宋
家的老房子也面临拆迁，“到时候咱
家老小都能住上大高楼了！”
说话间，几个晚辈来给宋老爷

子拜年。“招呼不周了。”宋老爷子一
边起身告辞，一边还不忘将我杯中
的茶水斟满，“你仔细品品，这就是
黄河水。咱这还有好些地方喝上丹
江水了，那个味道更好！”

宋老爷子不知道的是，能喝上丹
江水，也和他家门口的这条渠脱不了
干系。南水北调走道新乡，其中一段用
的就是人民胜利渠的河道。在老乡的
带领下，我们顺河而下，寻找给新乡、
给北京带来了干净水源的河段。终于
在七里营镇龙泉村，老乡踩了刹车。
下车一看，蔚蓝色的水面在阳

光照耀下清亮亮地泛着点点波光，
干净的水在专用的 -..-管（预应

力钢筒混凝土管）中安静地流淌。老
乡说，为了利用这个河段，南水北调
工程设计之初，就将人民胜利渠改
道，让其在上游汇入卫河，这一段富
余出来，成为南水北调配套建设工
程的一部分。去年工程建设完毕，周
围的镇子很快就喝上了清泠泠的丹
江水。“价钱确实是贵了一点，但品
质好呀。现在生活好了，哪有不对自
己好点的道理！”看记者拿出相机，
老乡也掏出手机按下快门。

回到车上，老乡迟迟不愿开车，
反复打量着他拍的照片，嘴里嘀咕
着：“这水是漂亮啊，要是人民胜利渠
也能变成这个色就好了。”回程路上，
老乡一直很安静，直到我下车准备告
别，他紧张地叫住了我：“人民胜利渠
是该好好整整了，这是我们的心愿，
你得帮俺们好好跟上面反映反映
啊！”那张认真的脸憋得通红。

本报记者 王文佳

走基层新春
家乡的那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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