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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任敏华#左$和儿子任之帏在路口交流业务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A2-A3特别策划 共筑 追梦上海
中国梦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近期目标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
要使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党和政府要为每个人创
造、提供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和条件，每个人也
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真
正把个人梦想与国家民族的富强内在统一起来。
追梦的过程，也是不断实现的过程。有的梦

想成真了，又有新的梦想和期盼产生；一代人努
力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下一代人继续传承和编织
更多更新的梦想……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我们一道追寻心中关
于自我、关于家庭、关于城市、关于国家的种种
梦想。

几代上海人的追梦录
! ! ! !居委干部是社会上最有活力的细
胞，是党和政府通往群众心中的一座
桥梁。“我们几代居委干部最大的梦
想，就是跟居民们一起营造宜居和谐
的生活环境！”“七一”前夕，记者走进
紫藤苑居委会，聆听 !位基层工作者
的心声。

“师父灵光，我也要灵光”
在走上社区管理岗位之初，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桃浦镇紫藤
苑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杨兆顺在“两湾
一弄”的原中山街道仁义里居委会工
作。他有个素未谋面的师父：陆小英。

陆小英是谁？她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上海居委干部中赫赫有名，曾
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市先进里弄
工作者。陆小英在 "#$%年退休后当上
了仁义里居委会支部书记，凭着一股
忘我的干劲，带领党员、群众将一个典
型的棚户区变成了市文明单位，成为
老百姓深爱的“陆阿姨”。

杨兆顺 "##% 年来到仁义里居委
会工作时，陆小英已经去世，两人虽然
没有机会共事，但他却时刻感受到师
父留下的精神财富。“写字台是她伏案
工作用过的，抽屉里是她这些年得到
的荣誉证书，桌边地上还有一双她穿
着走街串巷的鞋子。”走进社区，老百
姓听说他是“陆阿姨”的徒弟，竖着大
拇指说：“你师父很灵光的。”

百姓发自心底的赞扬和认可，给
了杨兆顺压力，也促使他暗下决心：
“师父灵光，我也要灵光！”他处处以陆
小英为榜样，对工作满腔热情、对百姓
充满感情、有危难险事冲在前头。清走
垃圾山，搬来绿树苗；爬上屋顶迎着台

风拉油毛毡，跳进满是粪水的下水道
疏堵……年轻的杨兆顺用自己的行
动，赢得了居民的信赖。

“坐在办公室打电
脑，行不通的”

从“两湾一弄”到新村住宅区紫藤
苑，杨兆顺在社区管理的岗位上工作
近 &'年。&'年来，基层居委干部的工
作环境也改变了。

以前办公条件很简陋，现在每人

一台电脑；过去弄堂里伴随着摇铃声
的，是“窗户、煤气关关好”的提醒声，
现在再也听不见了。杨兆顺说，时代在
进步，居委工作也更加规范化、制度
化，各方面的工作量都在增长。“以前
的邻里关系亲近，一户人家的娘舅来
了，他一进弄堂，个个都叫他娘舅。现
在独门独户了，邻里情淡化了，居民间
一旦闹矛盾就找居委会，要居委干部
出面调解，居委干部工作压力也很
大。”杨兆顺说。

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考验
着基层干部的智慧。&'""年年初，紫
藤苑小区 ""(个楼组，推选出 ""(位
“老娘舅”，他们就像居民自治网络中
的“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老百姓中
间，及时发现并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纠
纷。“老娘舅”帮助居委干部分担了不
小的调解压力，同时提供了一个缓冲，
给双方一个台阶下，“自家事自家解
决。”紫藤苑居委会主任王立国说。

无论大环境、小环境如何变化，居
委干部的工作对象没有变，还是老百
姓。因此，主动沉下去，深入到群众当
中的工作方法仍是基层居委干部的
“金科玉律”。杨兆顺说：“坐在办公室
吹空调、打电脑，是行不通的！”

“牢记四个字：换位思考”
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诀窍是什么？

无论是“%' 后”紫藤苑居委会主任王
立国，还是“)'后”大学生居委干部申
佳，都提到了四个字：换位思考。
去年 )月，经过居民投票，($岁的

王立国当选紫藤苑居委会主任。“老百
姓为什么认她？因为她和他们建立了
感情。”杨兆顺说。

&'''年时，杨兆顺替王立国的丈
夫介绍了份工作，顺便让王立国到居
委会来“帮帮忙”，一帮就帮了 "!年。
&''( 年王立国当调解主任，成了“金
牌调解”。孤老去世，(个亲戚抢家产，

她把所有人叫到一起，讲政策、讲法
律，硬生生把一桩火烧眉毛的家庭纠
纷给“撸平”了。小区里有个瘫痪在床
的八旬孤老，王立国照顾了她 "' 多
年，送饭、打扫卫生都亲历亲为，孤老
打电话到居委会，不找别人，就找“小
王”。“她和过去的居委干部一样，能够
冲在第一线，不怕苦不怕累；同时，她
是大专生，学过新媒体技术，是优秀的
新一代居委干部。”杨兆顺说。

&#岁的申佳是 &'""年普陀区首
批大学生居民区工作者。这个化工专
业出身的大学生本想毕业后就近在桃
浦地区找份工作，没想到桃浦地区的
产业转型升级，化工厂纷纷搬迁到市
郊。那时，年轻人到基层锻炼是就业的
一大热点，加上之前申佳就在紫藤苑
居委会当过世博志愿者，所以她被安
排到了紫藤苑。

这位待惯了实验室的“技术宅”突
然被要求开口和居民交流，一下子有
点摸不着方向，说话像蚊子叫。杨兆顺
很着急，和居民打交道，靠的就是这张
嘴，“这一步，你一定要跨出去！”为了
突破自己，申佳一边跟着调解主任
“看、听、学”，另一方面，凡是居民来
电，都让申佳接听，逼着她大声说话。

耐心，一点点培养；经验，一点点
积累。现在的申佳比以前更会“轧苗
头”，更懂得“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徐轶汝 邵宁

环境变了，服务群众之心不变
三代“小巷总理”

! 杨兆顺经常坐在居委会前板凳上和居民们拉家常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 ! ! !因水而兴的上海，一直与水有着
不解之缘；水也成了上海城市发展的
一个文化脉络。从能够喝上自来水，到
喝上安全优质、纯净甘甜的自来水，再
到能“打开龙头就能直接饮用“，一直
是一代代市民的朴实梦想，更是老、
中、青几代自来水人的不懈追求。

祖父周廷芳的梦：一
家人喝到自来水

"#世纪 $'年代之前，上海城市
用水主要依靠河道，由挑水夫在黄浦
江、苏州河边取水后沿途吆喝挑往居
民家中。因水中含有泥沙，居民需要用
明矾搅拌沉淀后才能使用。直到 "))!

年的 )月，上海杨树浦诞生了中国第
一家采用地表水源的自来水厂，规模
为每天供水 %)"#立方米，通过管道直
接向英租界、法租界的各国侨民供水，
一般普通市民、即便是杨树浦水厂周
边的居民，也喝不上自来水。

对于当时的上海人来说，水厂是
个热门行业，能够进自来水厂工作是
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年，当时 &'

岁刚出头的周廷芳进入杨树浦水厂，
干起了“翻池工“，尽管是个卖体力的
活，但这算是水厂里的“长工”，可以
一直干下去，生活有了保障，周廷芳
感觉还是蛮自豪的。
然而，每天看着水厂里的自来水

流入管道，自己却喝不上，周廷芳的心

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年解放
后，杨树浦水厂被政府接收实现统一
经营，周廷芳看到了希望，“要是今后
自己一家人能够喝上自来水，那该是
件多幸福的事啊。”但由于是建国初
期，国家的基础还较薄弱，城市的发展
也较为缓慢，但周廷芳喝上自来水的
梦想始终不曾停歇。

父亲周金福的梦：水
要优质水量要足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让周廷芳

这代人实现喝上自来水的夙愿又延后
了许多年。直到 "#$)年改革开放后，
上海的供水事业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年，在杨树浦水厂工作了
三十多年的周廷芳退休，儿子周金福
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从吉林插队回
沪顶替父亲进入杨树浦水厂，接过父
亲的事业棒，也延续了父亲的梦想。

当时，周金福与父母亲一同住在
杨树浦路松潘路的一条弄堂内。数十
户居民用水和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
一样，要靠到附近的给水站用事先买

好的筹子调换水，一家人洗衣、做饭、
洗漱等日常生活十分不便。伴随着全
市给水站的逐渐拆除，上海市中心全
部实现了“接水进屋“，周金福和父亲
周廷芳也终于圆了喝上自来水的梦。

自来水“接水进屋“了，但几家居
民合用一个总水表，大家按人头分摊
水费。轮到自己收水费时，周金福往往
为居民们用多用少产生的矛盾而纠
结；加上当时的水质较差，自来水中总
有一丝丝异味，周金福对饮水的要求，
已和当时众多的市民一样，不仅仅是
能够喝得上，而是要喝上更优质、更量
足的自来水了。

经过自己和同事的不断努力，看
到水厂里从前简陋的实验室，现在一
个个变成了先进专业的物理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出厂水的水
质得到大幅提升，而自己搬迁的新居
是“一户一表”，水量也不像以前“滴滴
答答”的，周金福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儿子周佳琪的梦：打
开龙头直接饮用
周金福的儿子周佳琪，大学学的

是微电子专业，毕业前在一家公司实
习时，感觉对所学专业兴趣不大。可能
是受祖父和父亲长期的影响，&'""年
毕业后，从媒体上看到自来水公司招
聘启事后，周佳琪毅然放弃了所学专
业，通过多轮的笔试和面试，如愿进入

了闸北水厂，在动力部门当上了一名
“转运工”。

与祖父和父亲的梦想不尽相同，周
佳琪这代年轻人对饮水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用他的话说“口感、色度明显改
善，比原先家中饮用的自来水更清更
亮，沏茶口感更佳”，但“现在我们虽然
还有桶装水、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啥
的，可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打开水龙
头就能够直接饮用，你看有多潇洒”。

去年，周佳琪的父亲周金福也从
杨树浦水厂退休，周佳琪笑着称“阿
爷、阿爹那代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
些年轻水厂职工的身上，感觉自己肩上
的责任更重了”。他介绍说，现在上海已
执行最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供
水水质检测指标从原来的 !*项增加到
"'%项，这一标准被称为“与欧盟持平，
与国际接轨”，但是，出厂水的水质提高
却无法实现“打开龙头就能直接饮用”
的目标，这其中洁净的自来水出厂后被
城市地下管网、住宅区管道、居民楼水
箱等二次供水设施的污染是个主要因
素，“尽快加大对城市二次供水管网的
改造显得尤为迫切”。

从祖父周廷芳进入水厂工作，到
父亲周金福从水厂退休，再到周佳琪
子承父业，这期间一家三代人在水厂
工作没有中断过。周佳琪说：“我一直
有个梦想，希望通过我们制水人的努
力，使得城市的水源越来越清洁，制水
工艺越来越先进，供水管网越来越环
保。到了 &'(#年我 %'岁退休时，我们
一家三代人在水厂服役超过 "''年，
能亲眼见证我们城市的发展变迁，那
真是太有意义了！”

本报记者 张欣平

! ! ! !“薪尽火传”这个词，用在任家父
子身上很恰当。今年 **岁的任敏华，
是普陀交警支队的一名交警，现在已
经从一线退下来，在非机动车管理所
工作。他的儿子任之帏通过考试成了
一名警察。巧的是，毕业后，小任也当
上了交警，同样分在普陀交警支队，他
们父子站过的路口，都在武宁路上。

两代父子交警眼中，一条路从冷
清到繁华到拥堵，浓缩了上海近 &'年
的发展变化。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居
民生活的改善，在十字路口、红绿灯
下，也可窥见一斑。

最早的红绿灯要用手扳
一头黑发的任敏华，与儿子站一

起，不像父子倒像兄弟。任敏华告诉
记者，他 "##(年当上交巡警，算来也
有近 &' 年。“当时我在武宁路东新
路、曹杨路普雄路都站过，那个时候
路窄车少，别说排堵，连车辆排队都
很少见。”

在十字路口看着两旁的建筑悄然
变化，路修得更加宽阔平整美观，高楼
一幢幢拔起，高架一条条从头顶越过，
私家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有时
老任也会感慨。“以前只有一个内环。
地铁也只有个 "号线。”任敏华现在住
在桃浦路附近，指着窗外一片繁华：
“你能想象，以前这一带还有养牛场
呢，到了晚上一片漆黑，我们在这里设
卡盘查，人都很少看到。”

私家车越来越多，路幅也越来越
宽，但这种变化有时带来的却是意想不
到的辛劳。“以前的路口，走一圈很快，
现在稍微繁忙一点的路口，靠走根本管
不过来，要跑步。”儿子任之帏对这一点

体会最深。他站的长寿路武宁路口是一
级岗，早 $时到晚 $时不能断人。路口
很大，走一圈就是近 &''米，"小时要绕
路口 &'多圈，!千多米。

路更宽、车更多，交通指挥更加智
能。这曾是任敏华的梦想。“比我资格
老的交警告诉我，以前的红绿灯要靠
手去扳，开关箱就在路口的电线杆下
齐腰处。有红绿灯的路口也远远没有
现在这么多。车不多的时候，交警还能
在岗亭里拿本书翻翻。”

换到现在，任敏华说，土办法哪能
管用。随着上海交通指挥越来越智能
化，通过路口电磁线圈收集车辆通过
的信号、智能判断红绿灯转换的交通
控制系统早已投入使用，各种交通实
时情报板也竖起来了，但依然无法应
对早晚高峰时的车流。“以前用‘人肉’
指挥的土办法。现在有时红绿灯管不
过来，还是要靠人工指挥，这也算是体
现交警的存在价值吧。”

城市高速发展，城市里的人生活

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拿我们家来说，
以前一家五口人住在长风公园附近一
个 "'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现在我们
一家三口，住的房子虽然不算大，也有
上百个平方。”谈起未来，老任觉得，自
己那一代人的梦想大多都已经实现
了。“我们这一辈退下来了，把路口交
给年轻人，他们顶上去了，他们的梦想
才是最重要的。”

期待提升城市文明
任之帏执勤的长寿路武宁南路是

一个不规则路口，因为地铁施工，原来
的道路改道变形，车流极高的路口通
行受到影响，一到高峰时段，疏导交通
必须靠人工干预，工作量不小。
“已经修到 "!号线了。”小任有些

感慨。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路口时，任
之帏已经上岗。车流量不大，任之帏没
有站在马路当中，而是在马路的四个
角不停绕圈走动。一边走，他一边做着
各种手势，口中的哨声一直不停。

谈到与父辈相比，任之帏指了一
下身上。“你看，"'件套了，现在的执
法越来越现代化和规范化，不但配上
了 +,-实时查询，连打印机也背在身
上，还有取证仪，一直要开着，同时具
备录音、摄影、录像，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记录在案。”

上海这些年的城市发展让任之帏
感慨。他说，在这个城市长大成人，当

然希望她更美好。但当上交警后，小任
还是有些失望。“城市现代化，但人的
文明素质并没有完全跟上。”在小任看
来，虽然近年人们的守法意识在提高，
但在交通参与上还有很多不足。

初生牛犊不畏虎。任之帏刚当上
交警不久，他碰上一位老伯骑着助动
车越过停车线停在马路当中。小任上
前搭住车把手，请这位老伯往后退。没
想到老伯一把打开小任的手，不买账。
“我当时心里一下就慌了，第一次碰上
不讲理的。但我强作镇定，红着脸请他
后退。”
“年纪大了，退不动。”老伯硬邦邦

地回答。任之帏说，那你下来，我帮你。
老伯不听。“当时开始放绿灯，我把他
拉到边上处理，他开始骂我，还说要投
诉，吵得不可开交，一直到派出所民警
来把老伯带走才算结束。”

后来，小任依然会经常在路口看
到那位老伯骑车经过。“守规矩多了。
我很高兴。”

时间长了，任之帏也有了自己的
领悟：交通管理其实是一种习惯养成
的管理，很多人不是存心，而是没有习
惯。“对于未来，除了个人的发展之外，
我的梦想是上海交通更加顺畅，市民
文明素质也能跟上城市的发展。我愿
做市民守法的‘磨刀石’，至少在经过
我这个路口，他们可以遵守规则。”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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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城市中那
些“夹心层”如何实现自己的“安居
梦”？我们的故事从陆田华一家说起：
以前，陆田华上下班需要在路上花费
(小时；如今，一家三口住进公租房，
上班、上学在 &'分钟搞定，美梦成真。

上班路途远路上4小时
%月 &)日一早，陆田华一家三口

开着小车，从嘉定新城惠民家园出发，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真的很方
便！”陆田华在嘉定英姿进修学院当老
师，妻子在嘉定新城内开一家小店做
点生意，(岁的小女儿就近在一家幼
儿园上学，“一路上先送女儿进幼儿
园，再送老婆上班，然后去自己单位，
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

但住进惠民家园公租房之前，陆
田华一家的生活可没有这么方便。
&'"'年底，作为嘉定区引进的人才，
从小生长在市区的陆田华选择到郊区
当老师，但他们的房子在普陀区白玉
路附近，“每天上下班实在太累人了，
一大早起床，开车去嘉定，一路堵，市
区道路堵，一般的公路和高速公路都
堵，我试了好多条线路，事实证明每天
上下班我花在路上的时间要 (小时。”

女儿太小，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
话实在太累，陆田华想过在嘉定新城
附近再买一套房子，“在附近找了找，
看了不少房子，新房均价到了 ".)万

元，即便买一套很小的比如 %'平方米
的房子，也得上百万，更何况我们本来
就有房子，再买房子一是没必要，二是
影响生活质量。”房子的问题愁死了这
个年轻的丈夫和爸爸，每天早出晚归
的他更是心力交瘁。

住进公租房一家乐融融
去年年中，嘉定区保障房项目惠

民家园交付使用。这个新建小区有 %

幢高层住宅，一、二期住宅总户数 $&$

户，小区外与上海赛车场相望，距轨交
""号线仅 *''米，小区内绿树成荫，

整洁漂亮。
陆田华一家能住进惠民家园，是

公租房项目对像他这样的嘉定引进人
才的“回报”。一套面积 )'余平方米的
两室一厅住房，全新装修，只要添置一
些电器，就可以拎包入住；租金方面，
由于是单位承租，由单位出租金的大
头、陆田华只要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二室一厅的房子，租金只要 ")%'元，
同样的房子，在市面上寻租，无论是嘉
定老城，还是嘉定新城，起码要 &&''

至 &(''元，房屋质量、小区环境可能
还没有惠民家园好，更何况我们只要

出租金的一小部分，家里人开玩
笑———住进这个公租房，花费的租金
可能比以前每天开 (小时车的汽油钱
还要省，最关键的是，我有时间照顾家
里了，有时间和小孩相处了，孩子的童
年是花钱买不来的！”陆田华说。

自从租住了惠民家园的公租房，
一家三口干脆从普陀区搬到了嘉定新
城，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也很快得到
了解决，妻子也“跟”到嘉定新城来了，
而白玉路的房子则给父母住，“什么叫
安居乐业？我现在安居了，才真正地开
始乐业。周一到周五，我们一家三口在
嘉定，周末则回白玉路与父母团聚。”

来沪寻梦想乐业先安居
有房子的上海人一家能实现自己

的“安居梦”，尚未在上海买房的外地
人呢？在惠民家园，记者又遇到了另一
位住户———陈宏康，这位祖籍宁波、户
口在杭州的技术人才，在嘉定新城发
展有限公司做规划设计类的工作，“在
我们小区里，有很多住户都是像我这
样的年轻人，学校的老师啊，研究所的
技术员啊，我总觉得年轻人应该多闯
一闯，暂时不买房子没关系，只要有梦
想、踏实肯干，就会有前途，住房的问
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

陈宏康现在所住的公租房，是一
套 *'余平方米的一室户，正适合他这
样一个人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才，每

月租金 "!''元，相比市场上的同类房
型，租金也是偏低的，“更重要的是，我
自己就是做建筑规划设计的，我知道
这个公租房‘物美价廉’，房屋质量好，
政府也动了不少脑筋，通讯、电视、宽
带、空调等一应俱全。”陈宏康现在每
天走走路上下班，想去市中心逛逛，轨
交 ""号线白银路站就在小区附近。

今年建成10万套保障房
从全市范围来看，公租房正惠及

越来越多的本市市民及外地来沪工作
人员。这不，%月 &)日至 !'日，今年
本市首个市筹公租房项目———馨越公
寓公租房正在安排申请家庭和个人选
房。馨越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外环之间，
地理位置优越，可提供公租房 ('(&

套，租金遵循“市场评估”和“略低于市
场租金水平”两大原则，月租金宿舍为
"&''/"*''元，一居室为 "*''/&!''

元，二居室为 &"''/&%''元。正因为
距离市中心近和租金合理，吸引了大
批市民申请租住，目前全市共有近千
户申请对象取得准入资格确认书并办
理选房登记，其中七百余户为家庭和
个人直接承租。
除了公租房，保障房体系“四位一

体”中其余的廉租房、经适房、征收安
置住房等方式，也切实改善了不少中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实现了很多
人的“安居梦”。

&'"! 年全市保障性住房的总体
目标为新开工和筹措 "'.*万套，基本
建成 "'万套（户）；同时预计将完成成
套改造等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 !

万套。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红绿灯下见证上海城市发展
两代父子交警

一家三代水厂人的“饮水梦”
老中青“供水人”

“夹心层”市民圆了“安居梦”
一个上海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