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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空中远眺青草沙水库，一条高 !"#米、长
$!%$&公里的大堤围起近 '( 平方公里相当于
十个西湖的水面，其形状宛如一条静卧长江
中的美丽中华鲟。去年 ) 月建成投运的上海
“十一五”期间投资规模最大的民生工程———
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主体工程，使得上海这
座特大型城市拥有了一个有效库容 $%*!亿立
方米的水库。水库蓄满水时，可在不取水的情况
下连续供水 )!天，确保咸潮入侵期的城市原水
供应。
长期以来，上海市原水主要依靠黄浦江上

游和长江口陈行边滩二大集中水源地，其中黄
浦江约占 '(+。由于黄浦江上游可供水量有
限，且受到上游和沿岸污染的影响，水质相对
较差并具不稳定性，黄浦江上游水源已部分

不符合饮用水取水标准；而陈行水库避咸蓄
淡水库库容偏小，抗咸能力低下，供水规模已
不能满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供水水质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能早日喝上优质的长江水，一直
是广大市民群众的一个夙愿。

,--)年 .月，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上海
市政府决定将位于崇明岛的青草沙建设成为上
海新的水源地。,(('年 )月，这项关系到城市
供水安全和改善饮用水质量的民生工程建设正
式启动。,(/&年 )月 !日，青草沙水源地主体
工程建成，并全面投入运行。青草沙水，涓涓流
入上海的千家万户，约 &(((万人口用上了可达
0 类至 00类标准优质的长江水。

本报记者 张欣平

水库之大好比十西湖
清水惠民取自青草沙

城市副中心边上有个“废品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在距流光

溢彩的五角场不远，紧邻高尚住宅区新江湾城，还
有这样一片“都市村庄”。从政立路转到闸殷路，再
到三门路、民府路、市光路、民壮路围成的一大块
区域，就是闸殷村。这里主要是两三层的农民住
宅，房与房犬牙交错，没有管道煤气，没有卫生设
施，空气中弥漫着异味。可居民说，现在与过去相
比，已经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岁的云南女子蔡永华一家四口住在村口
的房子里。房子的底楼隔成了两间，她一家四口住
其中一间，十来平方米，没有窗，白天也十分昏暗、
闷热。她告诉记者，隔壁原来住着一个收废品的，
小院子里都是废品，一个角落里放着液化气瓶和
简单的煤气灶，她就天天在边上做饭。丈夫是空调
安装工，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她在家带孩子。这样

一间房每月房租 $((元。“主要是因为房租便宜，
不然谁愿意住在这里啊？”蔡永华说。

这里住着 *$((多人，其中近 .(+是蔡永华
这样的外来人员，本地人仅 ,((多人。长期以来，
这里集聚了 /.家废品回收站、!家地下食品加工
场、,家编织袋加工场、*家老虎灶。村里违法建筑
连片，空地上堆满了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废品。虽
然有公共厕所、垃圾箱，但许多人还是将垃圾、粪
便往河里倒，河道变成了臭水沟。

这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杨阿姨是闸殷村为数不多的本地人，她说：

“原来我家隔壁有一家回收玻璃的，瓶子堆得像小
山高，天天夜里敲玻璃，吵得我们根本没法睡觉。”
许多居民深受泡沫板加工场之苦。在闸殷路 ,(*.

号，外来人员租下居民房子后，在 1((平方米的空
地上搭了十几间工棚，运来机器，天天晚上加工泡

沫塑料，声音、粉尘都很大，气味闻了让人头晕。
闸殷村又被称为“废品村”“垃圾村”，外人望

而却步。民府路另一边有个商品房小区华国家园，
推开窗就是堆得几米高的废品，漫天灰尘，凌晨四
五时就有货车进出。由于是农村宅基地，这里没有
完善的下水设施，积水是家常便饭，,((!年的“麦
莎”台风时，积水最深处曾达腰部。居民怨声载道，
说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杨浦区也多次对闸殷
村开展整治，但效果不大。

向20年的老大难“宣战”
今年 )月，五角场镇结合创建国家安全社区，

决定彻底整治闸殷村，向 ,(年的老大难“宣战”。
镇长袁敏生说：“哪怕明天旧区改造，今天也要整
治！”镇政府集中各方力量，成立了闸殷村市容环
境管理整治工作组，规土局认定违法搭建，工商所
管非法经营，食药监所管非法食品加工，城管管乱

设摊，交警、镇派出所管交通和治安，环卫所管垃
圾清运，上述部门全部派员参加工作组，形成合
力，每天驻扎在闸殷村。
闸殷路青石路口有一片空地，约 ,(((多平方

米。*个村民在多年前将空地占了，出租给三家废
品回收站，一家收木材，一家收玻璃瓶，另一家收
其他废品，均无证经营，还搭了两层的违法建筑。
从 )月 //日到 '月底，工商、公安和城管等部门
一次次找 *个村民谈，使他们认识到，这是集体的
土地，他们无权占据。经过几个回合的“斗智斗
勇”，*个老板只好关门走人。几家玻璃加工场、泡
沫板加工场，也在这次整治中彻底被取缔了。杨阿
姨高兴地说：“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拆除违法搭建“动真格了”
区食药监所二分所监督员徐重裕第一次走进

闸殷村，差点没被熏得晕过去，他是屏着气才走过

去的。经过排摸，闸殷村共有 !家地下食品加工
场，外来人员在这里加工猪头肉、猪大肠、豆腐干，
发绿豆芽，做冷面、盒饭，然后源源不断送到附近
的菜市场和夜排档。徐重裕和其他工作人员向非
法经营户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 *至 1天内
全部停业。)月中旬，地下食品加工又有回潮，工
作组便采取执法行动，取缔所有小作坊，彻底堵死
了不洁食品的源头。
环境整治中，最难啃的骨头要数拆除违法建

筑，违法建筑中最顽固的要数市京路 /..号。镇政
府经过前期工作，待废品回收业主搬离后，于 '月
/*日开展联合执法，出动城管、民警，以及环卫作
业队、施工队共 $(多人，铲车、挖掘车和卡车齐上
阵，对市京路 /..号、民府路 *(/号等几处违法搭
建进行拆除，共拆除违法建筑 '1(平方米。老百姓
拍手叫好：“这下动真格了！”这次联合执法对周边
违建户主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在两个月的时
间里，闸殷村共拆除违法搭建 /!((平方米！

“下这么大的雨居然没积水”
拆违队离开后，施工队进场了，为的是完善

“先天不足”的基础设施。先清除河道垃圾，1吨的
垃圾车运了十几车，然后在市京路这一南北通道
铺设了近百米的下水管道，使原来只通小河道的
排水管道与外面的大市政连接，在青石路易积水
的地方做了几个窨井。此次整治后，恰逢台风“海
葵”来袭，疏浚的河浜、新设的下水管道、窨井等都
发挥了作用，村里没有积水。

外来人员李芬培在村里开了家小杂货店，她
说：“我在这里住了 //年了。原来门口废品、垃圾
成堆，下雨天就积水，现在彻底变样了，下这么大
的雨居然没积水。大家都感谢政府，做了件大好
事！希望一直这样。”李芬培还高兴地拿出饮料，一
定要请记者喝，让大家分享她的喜悦。家住华国家
园的刘士德老先生高兴地说：“‘被遗忘的角落’没
被遗忘！我们华国家园也沾光了。从楼上看下来交
关清爽，大家都很舒心。”

整治经费50余万元怎么花？
为防止整治后再回潮，镇政府决定对闸殷村

实行封闭式管理，建道口、围墙、门卫室，整个闸殷
村共设 1个出入口，建 1扇大铁门，今后只容小车
进出。下一步，镇政府还将委托物业公司进行管
理，在村里安装电子监控探头，加强对外来人员的
管理，提升“城中村”的安全防范水平。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数字：到目前为
止，闸殷村的整治只花了 1(多万元。记者十分惊
讶，这点经费和如此大规模的整治似乎有点不相
称。这 1(多万元花在了哪里，够不够？五角场镇
副镇长叶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河道疏浚及垃圾
清运 /(万元；新装 1处铁门 1万元；修外面围墙
近 1((米，/1万元；铺下水管道及防汛设施 /(万
元；新装 1(多个垃圾箱（桶）、晾衣架、停车设施，1
万元。最近正在进行的内部围墙粉刷，还需七八
万元。
这 1(余万元中，还包括围墙、铁门、晾衣架等

便民设施！而拆除违法建筑 /!((平方米，只支付
了一些农民工的劳务费，没有花多少钱。“这次靠
各部门联手，除了镇政府，区里各职能部门都派人
常驻闸殷村，严格执法，不留死角。相对于资金，我
们投入的人力成本较大。”叶靖说。
整个夏天，工作组的十多位同志每天在闸殷

村巡查，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可见，万事只怕
“认真”两字。只要全力以赴了，花小钱也能够办大
事、办好事。 本报记者 邵宁

在一定的时期内，“城中村”可能还将存在。“城中村”要不要整治？
该如何整治才有效，请看来自五角场镇闸殷村变身的启示———

城中村：上海不能遗忘的角落
! ! ! !在我们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城中

村#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这些地方曾经是

城乡结合部!而今却是中心城区$ 这里原

来是农民的宅基地!如今的住户却主要是

外来人员!外来人员和户籍居民的比例高

达 !"#!$这里狭小拥挤%环境脏乱!自成一

个&小社会#!治安%消防%卫生等隐患突

出!甚至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浦东新区居

家桥的陶家宅% 徐汇区华泾镇的东湾村%

杨浦区五角场镇的闸殷村!都是这样典型

的&城中村#$

再过若干年!&城中村#定会成为一个

历史名词!但目前还无法将其从地图上抹

去$ 里面住着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生活

在城市的底层!收入微薄!常年蜷缩在狭

小脏乱的蜗居中!但他们同样是这个城市

的建设者%服务者%奉献者!他们大多都在

艰苦但不可缺少的岗位上劳动! 如环卫

工%菜场卖菜的%钟点工''他们的生存

状态!同样值得关注$

由于他们的收入只能承受这里的房

租!让他们全部搬出去!不现实$ 那么!最

终将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现在要不要整

治) 如果要整治! 该怎样做才彻底%有

效)

面对这样一个城区管理难题!杨浦区

五角场镇试着进行破解!初见成效$在&废

品村# 闸殷村里! 取缔了 !$家废品回收

站%%家地下食品加工场! 拆除了近 &"""

平方米的违法搭建!新建了排水系统$ 而

全部整治经费只用了 '"余万元* 在整治

市容环境动辄投入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

今天!此次工程提供了一个高效能%低投

入的范例!值得剖析一番$

! ! ! !!#!"年来!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请您谈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具体

变化!您怎样评价这种变化(

"#我从一个工厂工人，凭着对艺术的爱好，
走进了文艺圈，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我的爱好变
成了职业。上海这座城市在演出市场上已处于全
国的领先地位，形成了海派的文化大码头，市场
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各个环面的通力合
作，我离开了这个生存面，再大的能力也是做不
好的，如果认为我作出了些成绩，首先要感谢这
座城市。

!#您过去 !"年工作的成绩%事业!在欣慰的

同时!还有怎样的一点遗憾呢(

"#其实剧场、剧团的领导都是最好的演出运
行商，如果我们共同来改变目前的生存发展模
式，将会使演出市场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买
票看戏，天经地义”我做这一行起一直想请人为
我把这句话写了挂在办公室里，但愿做这一行、
喜欢这一行的人心中都有这点想法，演出市场的
明天会更好。

!#新的 !"年即将开启!能否谈一下您或您

家人的心愿(

"#我希望上海能成立越剧的专业演出公司，
不久的将来在上海举办集展览、演出、研讨为一
体的中国越剧博览。我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
能够参与这一活动。

! ! ! !许霈霖# 沪上著

名的演出经纪人!近

年来沪上许多重要戏

曲演出的运营者!成

功策划运作了 "一代

风华(%"天上掉下个

林妹妹(%"越剧黄金(

和艺术节的 "越苑神

韵(等越剧项目!并参

与了"越女争锋(%"评

弹金榜( 等一系列全

国性戏曲赛事的市场

运作$

!

许
霈
霖
+右
,和
越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徐
玉
兰

! ! ! !平时演出时只要我在剧场，我的“岗
位”一定在票房附近———在那儿我会处理
一些临时出现的情况，留心观众的动态，听
听观众的反响。我觉得开心的是，这些年蛮
多成功的演出项目我都参与了。“越女争
锋”“评弹金榜”“上海的声音”、杂技芭蕾
《天鹅湖》等等，前一年德国科隆歌剧院在
上海大剧院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么
大的项目我也担任了主体运营。当然越剧
我做得最多了，每年运作的场次有七八十
场，连浙江的许多越剧团都叫我是越剧界
的“老娘舅”。

买票看戏 不再“没面子”
不是说套话，作为一个演出经纪人，我

这十来年所做的一切都有赖于上海演出市
场这个大的环境。如果离开了这个生存面，
再大的能耐也做不好。与国内大部分城市
相比，上海的演出市场是比较成熟的，而且
逐年在规范。在许多国内城市，观众还没有
买票看戏的习惯，不是买不起，而是觉得自
己掏钱去买票是“没面子”的事。但是在上
海，观众已经渐渐养成了文化消费的习惯，
市场管理也规范多了。当然这也有个过程，
以前的演出，一般团体票销售至少三分之
二，现在倒过来了，有的演出甚至已经敢说
不送票子，不需要靠团体销售，好的戏全部
零售也照样客满。

早些年有不少戏曲演出票子卖不掉就
送掉，那样至少场子里看起来很热闹，我也
做过这种事情。后来我开始狠狠心不送票，
刚这样做时也遇到过很多窘境，当时还有媒
体报道过“某某团票房滑铁卢”，那次上座率
只有 1成。但我心里知道，虽然只有 1成上
座，都是货真价实的，从票房收入上来讲并
不比送到满座的少，而且门口卖三块五块一
张票的黄牛没有了，市场也开始走良性循环
了。这些年政府对戏曲的扶持不少，我觉得
政府扶持项目也要从市场培育的角度上来
考虑，把政府对文化的关注和投入与市场的
杠杆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一举两得了。在去
年，我和上海大剧院合作运作的“全国昆曲
院团中青年演员汇演”就是一个政府的项
目，因为坚持市场化运作，效果相当不错，政府项目市
场化运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冷门剧种 找对观众也有戏
曾有一个媒体记者跟我开玩笑说：“就算是一堆

垃圾你也能把它卖出去。”其实呢，每个项目都有它
的闪光点，也都有它的不足之处市场的概念不是你

把票子摊在桌子上等观众来，你也要消费
引导的。我这些年做过很多冷门的戏曲剧
种，唐剧、瓯剧、评剧、甬剧、秦腔等等。对于
这些冷门剧种只要找对观众群，也同样能
在上海演出，而且还能取得不错的反响。应
该说，上海戏曲演出市场的容量还是有增
长的余地的。
讲到引导观众，我就想起第一届“越女

争锋”，那次我承担了 1(万元左右的风险
做 /*场的比赛演出，把原来放在摄影棚里
做的比赛放到剧场里做市场。当时很多人
为我担心，因为参加比赛的大部分都是名
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没有票房。我们第一
轮最高票价只有 !(元，在运作上采取买一
轮 $场还可以对折，一个观众最少只要付
)(元就可以看 $场比赛了，低廉的票价吸
引了不少观众。观众进了场子后，随着演员
的淘汰和胜出，就被牢牢地“圈进去”了。我
们第二轮票价就有所上涨，优惠力度也有
所减少，后来的复赛、决赛不少观众已“欲
罢不能”。到最后的颁奖晚会最高票价 ,!(

元，也提前半个月全部客满。结果不仅成本
都达到了，还有赢余。

经营文化 先别考虑赚钱
我觉得做文化这个事，先不要考虑赚

钱，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就像前面说的那
些冷门剧种在上海的演出，虽然效果都不
错，但赚钱还是比较难，不过我还是蛮有兴
趣做这些。像陕西的秦腔，从《迟到的玫瑰》
到去年的《西京故事》，我已经连做了四部大
戏了，秦腔剧院的陈彦院长觉得每次来上海
都有不同的收获，还表示：“上海是一块可以
让我们秦腔生存的地方，今后一有新戏一定
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年《西京故事》因为参
加艺术节受到好评，政府奖励了剧团和运营
商 $(万元，过去的亏损也补回来了。
这些项目我能收获什么？当然不只是成

就感。就因为上海接纳了西安来的秦腔，上
海越剧院西北行的时候在西安演出，他们剧
院就无条件地把剧场腾出来让越剧在那儿
演。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我接了“宁波小
百花”、“绍兴小百花”来上海演出，这些地方
上的剧团就记上海的一份情，我在安排上海
越剧院在当地的演出时就会得到很多方便
和优惠。前几年我做“评弹金榜”青年演员在

苏浙一带的巡演，也是依靠了很多以前的积累，苏州、
无锡、宁波、杭州等地的演出都免了场租费。

上海一直被誉为“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文化消费上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戏码头”，如何
利用好这座城市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容量，我觉得是
一个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的课题。

本报记者 王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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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之前垃圾堆满河道 陈保安 摄于今年 1月 ! 今天上午!昔日两旁垃圾堆积如山的河道!如今种上绿色植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年 )月!青草沙水库俯瞰 本文摄影 郑宪章
! ,(('年 )月开工的青草沙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