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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宅男"到#$后!小巷总理"

!!!记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塘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万添杰

万添杰出生于 !"#$ 年! %&!!

年"浦东在本市率先公推直选居委

干部"他成为年轻的#'&后$书记之

一% 他直接参与旧改动迁置换项

目"组织动迁居民成立&动迁居民

委员会$"使得&(% 家房客$没有一

个 &钉子户$" 最终达成 )个 *+&,

的动迁目标"成为浦东新区第一个

成功参照房屋征收细则执行的旧

改置换项目' 他沉潜基层 )年"倡

导居委干部&无椅化$工作模式"解

决动拆迁(民生项目(历史遗留问

题( 群租三违等各项急难愁问题

-(+余起"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沉得

下去的 '+后)小巷总理*$%

.&/.年 !月"万添杰当选为浦

东新区第五届人大代表'.&!!年评

为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

进个人'.&!.年浦东新区终身学习

优秀推进员 ' 居民区党总支于

.&!!0.+!$年被评为浦东新区一级

党组织%

! ! ! ! .+!! 年"记者曾报道了+在浦

东首次公推直选居委干部 &'+后$

居多,的稿件"其中的一个采访对象

就是新当选的万添杰% '+后男孩做

&婆婆妈妈$的事"能坚持多久-坦白

地说"当时记者也有疑虑%

之后"在大年初一的居民区里"

记者又见到了万添杰的身影% 除夕

忙到凌晨 .时回家" 初一一大早 1

时"他又赶到居委会为失独(孤寡老

人等弱势群体煮汤圆(送春联"脸上

毫无倦色% 居民们也把他当成了自

己&小囡$%知道他吃饭不规律"身体

偏胖"有居委会的阿姨委员负责&盯

牢$他"不允许他吃零食"中午为他

准备了清淡的素食%

每当有刮风下雨"哪怕节假日"

万添杰总是不放心" 特地从家里赶

到居民区% 有居民看到他到了天黑

还不回去" 就对他说"&我们用手电

筒往地上照" 没有反光就说明没有

积水"有情况会马上告诉你的% $硬

是&逼$着万添杰早点回家%

可以说"居民们对&小巷总理$

的认可和关心" 正是万添杰用为居

民服务的真心真情换来的% 也正是

有了这份真情意"年轻&小巷总理$

在社区里的根才能越扎越深%

!"#$%&'()

*+()

中国梦!申城美

! 万添杰认为工作就是要融入社区和居民多交流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人物小传

为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细落小落实"发现更多基层先进人物

和身边凡人善举"我们将在报道各类先

进人物的同时"面向会社会征集市民身

边的典型% 东方网.222345678593:;</

将开设网上平台"首页推出#为身边典

型点赞$栏目"统一接受市民推荐%我们

收到市民推荐人选后"将作认真遴选并

展开报道"让我们一起为身边典型#点

赞$"让身边#感动$感动更多人%

启事

! ! ! !万添杰身材较胖，有近两百斤，社区里的
小朋友喜欢叫他“小胖叔叔”，一些居民阿姨伯
伯都喜欢亲切地叫他“小万”。万添杰说自己曾
是个 !"“宅男”，#年前，应聘成功为塘东居民
区党群社工后，如今不但当上了塘东居民区的
党总支书记，还成了社区工作的“老法师”，带
教了两名 $%后居委干部。
一大早赶去采访万添杰，不知不觉聊到了

中午。他来不及吃饭，又匆匆赶往居民区。记者
和他一起走入塘东居民区，一路都是打招呼
声。“小万书记，旁边一幢楼的路拓宽了，我家
门口的什么时候改造啊？”万添杰告诉记者，塘
东居民区是一个“大熔炉”式的社区，&'%%多
户居民，'%%%多名常住人口。这里有上世纪 '%

年代的老小区，有 (%年代的公房，也有 )%年
代建造的高层。小区公共道路少，停车难成了
居民们的“急难愁”问题。

怎么既保证居民通行，又“挤”出停车位，
还不影响小区绿化*在征询居民意见后，经过
居民多次讨论，+到 ,号的居民通过了将通道
两侧各拓宽 ,%厘米左右、将部分花坛绿化改
为其他区域绿化的方案。记者看到，现在道路
一侧整齐地划好了停车线，不影响居民正常通
行。“其他的不少楼道的居民也纷纷要求参照
这个做法，今年我们会继续挖掘小区潜力，争
取缓解停车难题。”
没走多远，一名中年阿姨骑车经过，看到万

添杰马上停下来，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名叫郁
慧敏的居民告诉记者，&%+-年，一场暴雨让塘
东居民区“水漫金山”，积水高度差不多浸没了
一个轮胎。万添杰挨家查看，看到郁慧敏家有名
(%多岁老人，赶紧脱了鞋袜，拿起盆，一盆盆把
水往外舀。本来就胖的他更是汗流浃背，换了两
条裤子，最终帮忙把水排了出去。

雨停了，积水没了，但万添杰心里还是不
踏实。他仔细研究后发现，原来是老小区的污
水管和排水管合在一起，造成排水不畅。他又
四处为居民们呼吁，最终区里、街道共同出资
为居民区重新分流了管道，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圈转下来，快到下午 +时，万添杰匆匆
吃了点盒饭，身影又出现在小区里。

和"婆婆妈妈#打交道

“‘小万书记’不在小区里，就在去小区的
路上。”有居民开玩笑对记者说道。#年在社区
里摸爬滚打下来，万添杰的“无椅化”工作方式
也成了他的“看家本领”。

居委会每天 (时 -%分上班，下午 #时下
班。但每天上午，万添杰总是第一个到居委会，
烧好 '瓶开水，就开始在小区里“晃悠”。早上
提早 +小时上班，下午至少推迟 +小时下班。
中午吃好饭，也不休息，就又出现在居民区里。

如今早已和居民们打成一片的万添杰坦
言，当初也曾很“纠结”。他毕业于上海海洋大
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 !"工程
师，却在 &%%)年“误打误撞”来到塘东居民区
工作。看到塘桥街道招募党群社工，虽然刚开
始收入每月才 +(%%元，比原来低了近一半，但
因为他在学校从事过社团工作，感觉受益匪
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经过笔试、面试
等多轮考试成功后，一起考进来的社工经过统
一培训被分到了各个居民区。当时招进来的 .

人，原本是“五朵金花配两片绿叶”，,女 &男，
如今现在只剩下 -名，其中一人在工作两周后
就走了。
“坦白地说，第一次到居民区，我的心也凉

了一大截。”万添杰说，老小区破旧的环境、简
陋的办公条件，还有周围人质疑的眼光，都让
自己心里就打了“格楞”。但是第一天报到，下
午正好劳模杨怀远来开讲座，挑着“小扁担”，
最普通的工作也能做到极致，给了他很大的激
励，“‘婆婆妈妈’的事情虽然繁琐，但做好了让
居民满意，也能收获成就感。”

更幸运的是，初到居民区的万添杰就碰到
了一名好“师傅”。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奚德强
介绍，为了让“小书记”们脱颖而出，塘桥街道
建立健全了“搭梯子、压担子”的后备干部培养
制度。原本已想退休的老书记马淑屏为了“扶
一把”，克服家中老伴卧病在床的困难，留任当
上了万添杰的“带教老师”。

+年多后，当万添杰的工作终于得到居民
们认可，以 )./的高票被选为居民区书记后，马
淑屏才“功成身退”。就在她退休的第二年，老伴
病逝了。万添杰参加了追悼会，“那一刻，我感受
到老一辈居委干部们为社区工作付出的心血、甚
至代价，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家房客#无一钉子户

在万添杰 #年的社区“履历表”上，令他印
象最深的是参与了浦东新区第一个参照《上海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协议
置换的项目0峨山路 1&%弄旧改项目。在这个有
.&户人家居住的地块，曾是塘桥地区范围内唯
一的二级以下旧里，没有卫生设备，每逢下大
雨，路面上就积水，小区邻里矛盾不断。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有那个地块居民

的各种投诉，我经常一天跑几趟，各种状况不
断，连有线电视费也是我一家家上门去收的。”
万添杰回忆，有人反映居民乱扔垃圾，他来到
小区，楼上一包垃圾直接就在他头上“开了
花”；门口的公共厕所阀门坏了，粪便满溢，居
民投诉无门找到居委会。万添杰四方协调，最
后自掏腰包请来老师傅帮忙修好，解了居民的
燃眉之急。也就是那件事后，许多居民才知道，
那个卖力帮忙找人修厕所的“小胖子”，原来就
是新上任的居民区书记。

为了帮居民改善居住条件，万添杰和居民
一起“背着马桶”四处呼吁。作为新区人大代
表，他在新区人代会期间，主动联络新区建交
委，反映该地块动迁置换问题，在和街道的共
同努力下，“.&家房客”有了旧改动迁置换的机

会，但前提是必须实现五个 +%%/：即征询同意
率、方案征询同意率、房屋评估率、意向签约
率、搬场率都要求达到 +%%/。也就是说，要走
就要全走，只要有一家“钉子户”，就得前功尽
弃。

得知消息的万添杰既高兴又紧张，从协议
置换开始的那天起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日
日夜夜在 .&户人家中了解情况，上门做困难
户的思想工作，有时为对一些情况复杂的家庭
进行调解，常常是和他们“磨”上一天，才能吃
上一盒方便面，就这样他还是坚持一边按着隐
隐作痛的胃，一边耐心调解。

随着对社区工作的熟悉，万添杰也开始摸
到门道，光靠一个人苦干不行，群众工作还要
靠群众来做，让老百姓自发形成规约。为此他
连夜约请了十多户小区居民中德高望重的老
人家，动员动迁居民自发成立动迁居民委员
会，通过委员会确定重点居民工作名单，引导
居民早日签约。

可是临到签约，一些居民为了实现搬迁收
益最大化，想出了各种“招数”。有一户家庭，其
中一人正在被强制戒毒，家属提出“签约可以，
放人。”为此，万添杰跑了好几次戒毒所。因为
他的诚意，家属收回了这一无理要求。这一征
收项目，最终没留下一户“钉子户”，在 .)天内
成功实现搬迁。

但是，就在协议置换成功的第二天，万添
杰就因劳累过度，胃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医生
把他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这也是在居民区工作
后万添杰第二次因胃出血被送进医院。得知消
息的居民们纷纷来到医院，看望的居民挤满了
病房。“阿姨叔叔”们都劝他，“年轻人别太拼
了，保重身体要紧。”但是，在两个星期后，小区
里又出现了万添杰的身影。

一步步走来，虽然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但
万添杰却很乐观，说自己也享受到了很多做社
区工作的“红利”。“每次做出一点成绩，都会有
人来肯定你。我曾接到过以前公司老板的短
信，听说我现在做的事说，‘这样很好’。我住在
花木社区，但小区的邻居听说我是做社区工作
的，对我的家人很关心照顾。‘一号课题’出台
后，对社区工作者而言更是有奔头了。”万添杰
说，“但我也希望，好的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加
入这个行列的同时，关键在于怎样留住这批年
轻人，同时也要防止年龄的断层，为社区工作
的长远发展留足空间。”

"小巷总理#的"午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