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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孝，愿独揽电梯安装费
如果不是 !"岁的谢友加今年 #月摔了

一跤，电梯不会落户这栋楼。
老人住 "$"室，腿脚本就不便，摔伤后更

是数月不能下楼，急坏了儿子谢建国。
“老爸以前每天下楼两次，爱去运河边散

步，找朋友聊天，坚持多年。”谢建国发现，父
亲整天宅在家太闷，便动了不少脑筋———想
过买电梯房，联系过敬老院，甚至还和 %$"室
邻居商量换房，最终都没成。“老人恋旧，毕竟
住了 #$多年，感情深，不愿离开。”

&月底，谢建国在网上查到一种接力式楼
道电梯，试着联系厂家。几天后，企业负责人
登门拜访。看完产品视频介绍，父子俩当即拍
板，决定安装。'$岁的谢建国退休前是一名机
械工程师，对楼道电梯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
理，一看就懂。
“不用改变房屋结构，安全性能没问题，

开价也不算贵。”他坦言，只要能尽到孝心，方
便父亲上下楼，钱不是问题。从 %楼装到 "

楼，共 #段电梯，总价近 '万元。
这笔钱，谢建国打算自掏腰包，不想找邻

居分摊。

不收钱没噪声，获全楼同意
照理说，#楼及以上住户，应按比例支付

安装费。“如果装到 "楼，总价按 '万元计算，
#楼每户出 !$$$元，"楼每户出 %(#万元；如
装到顶楼，总价按 %# 万元算，# 楼每户交
)$$$元，每递增 %楼，每户多交 )$$$元。”

谢建国明白，这些只是理论上的分摊规
则。“家境不同，有的全家是年轻人，有的空
关，有的是租户。如果非要每家出钱，才能安
装，协商时间太长。我需求迫切，拖不起。”

付费安装前，谢建国得到了 &$%室老邻
居陈勤娣的提醒：“别着急，楼道属于公共空
间，就算你愿意一个人掏钱，也必须征得楼内
其他居民同意。”

'#岁的陈勤娣是热心肠，任社区退休人
员第二党支部书记，热心为居民服务，深得邻
居信任。

陈勤娣对谢建国的帮助，不只是一句提
醒。她挨家挨户征求意见，“进展顺利，大家都
赞成装电梯。”她分析，楼内多数住户是相识
多年的老邻居、老同事，邻里关系一直不错；
况且不涉及费用，不产生噪声，只占少量空
间，所以没遇到阻力。

安装时，多户居民特地打开房门，配合较
长的电梯组件在楼道转弯。

多名住户主动加入埋单队伍
谢建国原计划只装到 "楼，结果一口气

通到了 &楼，因为陈勤娣和 &$"室的金瑞民
加入了埋单队伍。共 )段电梯，售价近 %#万
元，谢家承担 &$*，陈家和金家各分担 #&*。
“装电梯方便大家，是大好事，我们夫妻

俩不到 +$岁，目前上下楼没问题，但总要老
的，以后肯定用得到。”陈勤娣乐呵呵地说，年
过七旬的金家夫妇不愿爬楼，常住子女家，
“听说要装电梯，他俩全力支持，可能近期就
会搬回来住。”

"家“股东”和全楼居民共同努力，!月 %

日，全新的楼道电梯投入使用。
几天前，“股东”规模再次扩大———"$#室

住户孙凤珠和 #$" 室住户吴火根主动找上
门，要求补交电梯安装费。
“从超市和菜场回来，经常提着大包小

包，体验过几次，感觉很好。”'$岁的孙凤珠身

体硬朗，平时不用电梯，“但年纪越来越大，以
后总归需要。老是占便宜，不好意思。”

吴火根的外孙刚过 #岁，觉得电梯特别
新鲜有趣，每天都缠着外公外婆抱自己乘上
乘下。“本来以为自己用不着，现在既然经常
要用，怎么好意思吃白食？”

邻里之间，没必要斤斤计较
邻居交钱求心安，谢建国不拒绝；没出钱

的人搭便车，他也欢迎。有时看到楼里年轻人
搬重物爬楼，陈勤娣会邀请他们搭电梯。“有

人建议，装刷卡设备，付钱才能用，我反对。邻
里之间，没必要斤斤计较。”
但对有些事，几位热心人算得很细。!月

初，他们互签《楼道电梯管理使用协议书》，谢
建国负责论证电梯技术性能，每月查一次；陈
勤娣负责协调住户，及时与社区和物业沟通。
协议对电梯日常使用、费用分摊等也提出了
要求。

他们还详细制定了“使用安全规定”，贴
在电梯旁。比如，只许站 %人，承重不得超过
#$$公斤；儿童和老年人须有家人陪同；严禁

儿童在电梯上玩耍。
两周来，电梯出过两次故障，皆因孩子乱

用所致，当天修复，无人受伤。“就算失灵，只
需挪挪步子，就回到楼梯了，我觉得比厢式电
梯还安全。”陈勤娣笑着说。

昨天，谢建国与企业签订《维修保养协
议》，厂方每年收 %#$$元，派技术人员保养一
次。“加上一年三四百元电费，都由我们 "家
出，如有邻居愿意分摊，也欢迎。”对谢建国而
言，尽儿子的孝道，与邻里和睦相处，远比多
出一点钱重要。

老楼房装电梯，难在资金筹集和房屋结构不能改变。
记者走进杭州仓基新村，探究———

新式电梯如何跨越障碍进入老楼房？

特派记者 曹刚

近日，上海市房管局牵头召开全市加装电梯
试点工作协调小组首次会议。其实早在约十年
前，上海就开展了老楼房装电梯工程。推进较慢，
主要可归结为两点：安装资金难解决、房屋结构
难改变。

困扰全国不少城市的难题，两周前却在杭州
一栋5层老楼房里解决了。

杭州市仓基新村10幢2单元，建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房龄近30年，一直没电梯。今年8月1
日，全新的楼道电梯投入使用———不是装在井道
里的传统厢式电梯，而是装在楼道旁的“接力式
楼道电梯”。

新式电梯是如何跨越重重障碍，进入老楼房
的？日前记者来到杭州，一探究竟。

! ! ! ! "年里，连续提交 +份代表书面意见，
只为了老楼房装电梯。如今，上海的政府职
能部门终于决心在全市启动试点，市人大
代表曹兆麟关心的却是：面对加装电梯带
来的利益调整，业主如何协调好、解决好
“自己的事”，把好事办好。

三分之二人同意就可实施
曹兆麟办公桌的抽屉里塞满了全市许

多老人写的救助信，主题都是吁请帮助老
楼房装电梯。信的背后，是申城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是约#&万幢符合规划条件能装电
梯的老楼房，是没有电梯多年下不了楼的
老人。

为老楼房装电梯，试点曾有过，却罕见
成功案例。一个原因是，楼层有高低，业主
对电梯的感受不一样；底楼业主若不同意，

“一票否决”，装电梯也就没戏了。
“但依照《物权法》，对加装电梯一类的

物权处置，有三分之二的业主通过即可实
施。”曹兆麟说，曾经的试点表明，对于是否
加装电梯、日后如何维护等问题，业主都可
以通过自治协商得出结果。
“业主们要学会坐下来沟通，所有权利

问题，都可以协商；但决不能只要权利不尽
义务，不能执拗于个人意愿，而损害多数人
利益。”曹兆麟说，政府如何通过制度设计
提供服务，引导社区居民自治解决难题，也
是今后试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装了电梯要增加维修资金
本市曾有一个试点小区，一幢楼%#户

人家原本都同意装电梯，但装电梯需要&$

万元，业主们能自筹"$万元，还少#$万元。

房子都已被买下，业主自家要添置电
梯，公共财政可否用于改善私产的品质？这
个问题着实让不少人困惑。换个角度想想，
那些业主大多是老年人、困难群体；救济困
难群体，本是公共财政的职责所在。何况，
对那些符合规划条件可以装电梯的老楼
房，要装，也是分步实施，“假如全市每年加
装 #$$部电梯，每部 &$ 万元，由业主和政
府分担，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要支付几千万
元。”曹兆麟说，破解“电梯难题”，不能不设
计资金筹集渠道，要转换思路，也要精细测
算，好在如今还有上海老年基金会参与“埋
单”———更多社会公益组织参与解决社区
难题，这也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发展方向。

不能忽视的是，老楼房装上电梯前，业
主还要想清楚该怎么用好电梯，别等到将
来电梯坏了，维修资金却不见踪影。“电梯
是业主财产，装好电梯，每户产权证都会登
记变更，若自家东西坏了，自家出钱修，这
也是常理。”曹兆麟说，老楼房装电梯，是件
开心事，好事要办好，必须做好维修资金的
二次筹集。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业主如何协调好加装电梯带来的利益调整？
上海市人大代表呼吁———

引导社区居民自治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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