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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个奇特的“村子”，一排
排两层楼房子，公用的厨房厕所，
三四百户人家在这里住了 !"多年。
他们从祖辈开始就是邻居，一起长
大，相互结亲，一起变老……这样
的地方，这样的场景，让人联想起
赖声川的著名话剧《宝岛一村》。

这就是杨浦区长白一村 #$!

号%&'(号，清一色“二万户”住宅，
位于敦化路、延吉东路、安图路、长
白路一个四方的地块里。本周二，
随着这个地块最后一户居民的搬
离，上海人在成片“二万户”中居住
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

而杨浦区此次旧改征收中采
取的整体协商征收办法，意愿征询
率、签约率、搬迁率均达到三个
#)"*，这也是上海旧改工作的一大
创举。

!二万户"

怎样的一种老房子#

“二万户”，一个奇特的名词。
它不是一个数量词，而是一种住房
的类型。但这个名词，几乎已经从
上海人的词典里消失了。
“二万户”是上海最早的工人

新村，这是一种上下两层的住房，
上世纪 +" 年代初共建造了 &"""

幢，可供 &万户家庭居住。“二万户”
因此得名。据说，“二万户”的原型是
苏联集体农庄的住房，下面一层养
马、养牛，楼上住人，边上还有一圈
马槽，供马喝水，每栋住一户。因其
建造简便，而当时上海又急需大量
工人住房，因此就被“引进”了。“二
万户”上下各 +间，底楼左右两边都
有一厨房、一卫生间，为五户人家共
用。,-+.年落成的“二万户”，分布
在上海的普陀、杨浦、徐汇、长宁等
区，如曹杨新村、天山一村、日晖一
村、长白新村、凤城新村等。

当年的“二万户”虽不奢华，但
明亮整齐、绿树环绕，且水、电、煤、
卫俱全，从滚地龙、破草棚搬入青
砖粉墙的楼房，入住者体会到了一
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人称“环阿姨”的环步凤今年
$.岁，住在长白一村 ,-(号，是“二
万户”元老级的住户。她说，她是
,-+.年搬进“二万户”的（在另一个
新村），当时只有 ,)岁，记得搬家那
天“正好是吃重阳糕的时候”，全家
人无比快乐。老早一家人住在荆州
路的草棚棚里，还是借住的房子。
那时，一下大雨就发大水，睡梦里
眼睛一睁，水已经淹到身上了。这
房子是她母亲分到的。母亲在国棉
,&厂工作，以前是童工，不识字，解
放后工作特别卖力，被评为先进。
虽然环步凤家分到的是小间，家里
人口也不少，但跟以前的居住条件
相比，是“一个天一个地”！

上世纪 !)年代，环阿姨结婚
了，婚房也是“二万户”，就是一直住
到现在的这间。她在这里养育了一
对双胞胎儿子，后来一个儿子也是
在这里结婚，孙子也生在这里。他
们先是用煤炉，$) 年代通了煤气。
尽管 +户共用 (个厕位、一间厨房，
但 ,-(号的邻里关系很好，没有为
公用部位争吵过。

“二万户”的房型分两种：大间
&)平方米、小间 ,+平方米，随着人
口不断增加，阁楼、双层床都很常
见。为解决居住困难，上世纪 $)年
代房管部门统一将每间房向外“放”
出 -平方米，变成大间 &-平方米，
小间 &(平方米。
岁月荏苒，“村子”里的人口越

来越多，房子也一点一点变得老旧、
逼仄，环境也变得脏乱，到处是私自
搭出的阁楼、违建，绿化地里满是垃
圾，还跑着鸡鸭。“二万户”有了“都
市村庄”的味道。从 ,-/+年起，曹杨
新村的“二万户”住宅逐步被拆除改
造。&))&年，杨浦区的“二万户”也
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拆除，取而代之
的是一个个商品房小区。
尚未改造的成片“二万户”，上

海只有杨浦区长白一村这 ,&排房
子了。

最近，这片两万户所在的 &&/

街坊，迎来了旧改征收。

三个!""#

!整体协商征收"的创举
&&/ 街坊的这次旧改征收，来

之不易。
旧改，对这里的居民来说并不

是第一次。早在 &))&年，这里就动
迁过，但后来因为开发商资金不足
等原因，只动了不到一半，就停了下
来。&),)年，地块因出现危房再次
启动搬迁改造，又有 /)产住户搬
离。最后还剩下 &./产（产证、租赁
凭证），居民 ,.))人。

&&/ 街坊成了拆迁停滞基地，
,)))多名居民依然在破旧的“二万
户”里艰难度日。一间房隔成两间，
挤着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户合用
厨卫，没有洗浴条件；楼上人家做饭
吃饭要上上下下跑几趟；两幢房子
之间拉根绳子晾衣服……他们的居
住条件甚至不如棚户区的私房。居
民们一次次到区政府、街道上访，要
求实施旧改征收。但是，杨浦区两级
以下旧里尚有 +万户，像这个只有
&))多产、.!)户的地块，面积小、地
段又偏远，没有被列入区里重点旧
改的范围，属于“被遗忘的角落”。

!&岁的居春英是“居民代表”。
她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到区政府
门前拉过横幅：“八年抗战都结束
了，我们几年了？”每过两三个星期，
居春英就会和其他居民一起到长白
街道去找领导。街道负责人从来没
有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把他们请
进会议室，倒好茶，让他们慢慢说。
“你们的情况我们会呼吁的。”街道
负责人说，“我们共同努力。”街道干
部一次次地将居民的愿望向区里反
映，去年上半年，区领导来实地察看
了。居春英从街道负责人那里听到
了四个字：“大有希望！”
去年 ,,月的一天，居春英等居

民代表再一次来到街道，这次又听
到的四个字让他们大为振奋：“指日
可待！”原来，面对群众搬迁的强烈
愿望，在街道的建议下，杨浦区委区
政府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将
&&/ 街坊作为房屋城市更新的试

点，采用集体协商征收的方式进行
探索，要达到三个 ,))*，旧改征收
才生效。这三个 ,))*是：在约定时
间内意愿征询率 ,))*、协商签约
率 ,))*、搬迁交房率 ,))*。

&./产、.!)户，要在几个月内
达到三个 ,))*，谈何容易？这是上
海旧区改造中从未有过的。目前上海
旧改征收的生效比例，是一次征询
-)*、二次征询 /+*。三个 ,))*，能
达到吗？很多人心里都在犯嘀咕。

从!政府征收"

变成!我要征收"

区第一征收事务所进驻、政策
方案公布、居住困难户人数认定、房
屋评估……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
开。“评估均价 .$-!)元，我们家数
砖头能拿多少补偿？”“本区安置房
能买多大？”“郊区房源均价多少？”
街道干部和征收工作人员帮助居民
们，把一笔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
月 &,日，《杨浦区 &&/街坊整体协
商征收告示》张贴到了长白一村
,-!号甲门口。其中最后几句话很
有人情味：“请居民们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机会，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确保征收工作圆满成
功，早日实现居民的愿望。”
居春英说：“这也是我们的心里

话。以前是‘政府征收’，现在是‘我
要征收’！”而街道此前为征收的顺
利实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基地有“三多”：违法搭建多；强占房

多，由于一部分居民多年前已搬走，
一些空房子被邻居或外来人员私自
占用；租住的外来人员多。从 .月 ,

日起，街道拆除了 &!+间违建，只花
了三天半时间；之后，清理了 ,&+间
强占房；不属于征收安置对象的外
来人口也清退完毕。居民们都非常
配合，原本搭了一间小理发室为居
民理发的环阿姨，也爽快地拆除了
理发室。“靠我剃个头 +块钱，要买
新房子，想也不要想！”她说。

( 月 &, 日，一次征询正式启
动，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意愿征询率
就达到了 ,))*。+月 +日，协商预
签约开始，居民们排着队去旧改指
挥部签约。,-.号 &室的盛炎明夫
妇在这里住了 !)多年，第一批来签
约。“政策这么好，为什么不签？我们
看好了对面安图路的安置房，!)多
平方米。等于原拆原还！”

截至 !月 ,日正式签约开始，
只有 ( 户居民还未签约。! 月 ,+

日，最后一户居民签约，指挥部的签
约计数牌翻到了 ,))*！多年苦苦
期盼，今日一朝梦圆，居民们敲锣打
鼓，表达喜悦的心情。
“要谢谢街道干部！”居民梁素

平说着流下了眼泪，“他们为我们争
取到征收的机会，现在又天天在基
地里，挨家挨户做工作，有时忙到
,&点，就吃碗阳春面……”

!月 &&日，第一批居民集体搬
家，截至 $月 +日，所有 .!)户居民
都搬离，搬迁交房率也达到了
,))*。

沪上最后的“二万户”全部搬迁
杨浦区 !!"街坊首创整体协商征收三个 #$$%生效

上海样本

!"#$

首席记者 邵宁

! ! ! ! !二万户"这种房子#我也是

当记者后才第一次听说的# 现在

的 !"后 #"后# 更是没什么人知

道它了$

!二万户"有没有价值%第一眼

看去#仅两层楼高#建筑也没啥特

色#还这么破旧$不过#现在的年轻

人很难想象# 这种房子在 $%年前

还是让人羡慕的新公房&事实上#

上海人中 !二万户" 的后代并不

少$当年的一间房里#一家人往往

有好几个孩子#那么#同时在!二

万户"中居住的就有十多万人$之

后#!二万户" 里的孩子又长大成

人#再生下孩子$ !二万户"#至少

曾为三代上海人遮风挡雨$而!二

万户"里的住户#是上海产业工人

中的相当一部分# 他们曾用数不

清的!上海制造"#支撑起了共和

国经济的脊梁$

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再看经

历了半个多世纪沧桑的 !二万

户"#别有一种质朴的美$ 因为承

载了一份厚重的集体记忆# 其特

殊的历史价值也在于此$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杨浦 &&!

地块作为上海十二个城市更新项

目之一#其中的 '&排!二万户"将

不予以拆除#修缮后再加以利用$

如果说#上海的花园洋房是优

秀历史建筑#成片的石库门弄堂值

得保护#那么#保留下一片!二万

户"住宅#让后人了解上海的历史

和变迁#同样功莫大焉$

! !邵宁

留下最后的!二万户"

%&'%

" 区领导一早赶到搬家现场#向搬迁居民送上祝福 种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