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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些天，随着 !""街坊征收决定、房屋征
收与补偿方案的张贴公示，虹口区的旧改工
作又迈出了具有标志性的一步———“如果 !""

街坊的征收顺利结束，就意味着虹镇老街的
旧改真正完成了。”翻看着记录虹镇老街旧貌
的画册，虹口区旧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杨
叶盛感慨万分。

从 "#!"年至今，虹口区完成旧改征收面
积超过 !##万平方米，逾 $%&万户、约 !#万人
搬离棚户区圆了新居梦。这些数字背后，不得
不提“领头羊”杨叶盛。

脱下警服改行!拆房子"

在成为旧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之前，
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叶盛已是警界“大咖”，刑
警、治安警、户籍警，几乎所有警种他都“滚”
了一遍，到岗旧改副总指挥前，他担任区交警
支队支队长，那时虹口交警在全市考核中是
第一名。"#!"年 !月，虹口区旧改工作到了关
键节点，身为党员的杨叶盛临危受命，脱下警
服走进旧改指挥部。他笑言自己从“管红绿
灯”的变成了“拆房子”的。

甫到新岗位，“当时我们逐一排查了要完
成的任务，发现很多地块连资金和房源都没有
落实。”杨叶盛说，他当时感到“头皮发麻”。"#!"
年杨叶盛上任第一年，全区的旧改任务并没完
成，这让杨叶盛既充满挫败感又内疚自责。
“原先的经验储备和知识结构全部‘归

零’，我就从头开始。”杨叶盛骨子里有股不服
输的劲头。为尽快适应新岗位，他学习相关政
策、法规，凭借着这一股子钻研劲，到岗没多
久，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征收员年轻化专业化
杨叶盛发现，征收工作的一个障碍就是

居民对征收员缺乏“认同感”，征收员给人的
固有印象是素质不高。要加强队伍建设，杨叶
盛的第一步是统一着装，征收员每天上班后换
上衣服的那一刻就是自律约束的开始。杨叶
盛还要求所有员工都到旧改基地居民家中拍
照，然后开会谈感受。他用这种办法“逼”着征
收员“设身处地为居民争取最大利益。”

杨叶盛的另一个大手笔就是队伍“大换
血”。今年 $!岁本科毕业的陈超是在 "#!$年
成为区第一征收事务所征收员，大学里学习
过法律、心理学的陈超很快就进入“角色”，她

自学房屋征收法律条文，研究相关案例，碰到
不懂的虚心讨教。在一次与旧改基地居民的
“圆桌会议”上，杨叶盛发现这个小姑娘居然临
危不乱，思路清晰，镇得住场面。“是个好苗
子。”杨叶盛把陈超主持的几次圆桌会议录下
来，作为“范本”给区里各个旧改基地学习。现
在陈超已是第一征收事务所的项目经理。目
前，虹口两个征收事务所队伍年轻化、专业化，
'#(以上是年轻人，$&岁以下的都有大专以
上学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年轻人成
为旧改骨干。陈超等还获得了征收工匠等荣
誉。他们为虹口旧改的推进按下了“加速键”。

为居民解读拆迁政策
“旧改工作要把合法合规放第一。”杨叶

盛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个月出庭应诉一起
行政诉讼案件，并要求相关工作人员旁听。
“我挑选的都是可能会输的案件，庭后分析为

何会输？输在哪里？”杨叶盛说，这对依法行政
是极好的现实教育。

杨叶盛说，旧改的第一步是要让居民充
分了解相关政策，但过去是把居民聚集起来
“开大会”，会完了还是云里雾里。杨叶盛探寻
更高效的方法。于是，分批进行的“圆桌会议”
应运而生，如原虹镇老街 !号和 )号地块正
式签约前，连续 )天组织近 $###户居民召开
了 !!*场“圆桌会议”，解读、宣传征收政策，
收集和解答居民提出的 +大类、*&&个问题。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居民对政策都非常清
楚了。最终，这两个地块顺利完成征收。

旧改征收往往会使居民家庭内部矛盾激
化，在杨叶盛的提议下，区旧改指挥部专门成
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帮助居民化解共有产权、
承租人变更等旧改家庭矛盾。

试点新政成全市样板
旧区改造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杨叶

盛所带领的虹口区旧改指挥部却还要“难上
加难”———进行“新政”的试点。

"#!+年底，虹口区 !!)街坊成为本市第
一个推行全货币补偿政策的试点。杨叶盛面
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引导更多居民选择
全货币安置，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实地走访，
经过调研和测算，一套科学合理的全货币奖
励标准出台了，各房屋征收事务所又为每户居
民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让居民利益最大化的
同时也有更多选择。合理的方案获得了居民认
可，!!)街坊全货币安置比例均超过 '#(，之后
虹口区试点的几个地块全货币安置比例也均
超过 &#(。 本报记者 袁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申城先锋

从“管红绿灯”的变成“拆房子”的
!!!记虹口区旧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杨叶盛

! ! ! !本报讯 （记者 鲁哲）今
天，本市第二批 *#,家“户外职
工爱心接力站”正式投入使用。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是

今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之一。
今天投入使用的 *#,家爱心接
力站加上今年 "月份首批启用
的 +##个站点，全市已拥有超过
!###个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由市

总工会、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共同牵头，会同各级政府、各级
工会及各个单位共同实施。站
点以环卫工、快递员、协管员、
送餐员、出租车司机、物流驾驶
员、交警辅警等户外职工为主
要服务对象，依托本市部分银
行、通讯营业网店、超市卖场、
药房等零售门店、饭店、快捷酒
店以及各区职工服务中心、街
镇党建服务中心、基层服务站
等单位，主要设在户外职工工
作相对集聚区域的沿街，方便
户外职工知晓，就近就便使用。
这些站点重点解决户外职工工
作时饮水供给、避暑取暖、餐食
加热、手机充电、休息如厕等实
际问题。服务时间一般为上午
,时至下午 &时。
据市总工会介绍，目前爱

心接力站已遍布上海市 !+ 个
行政区，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
疏密程度相对合理的目标。

原本预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的 !### 家的建站任务已提前
完成。职工可登录市总工会“申
工社”-..，点击“服务站”板块，
在“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栏目
内查询 !###家站点详细信息。

! ! ! ! !,,#年 *月 !'日，李鹏总理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在上海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由此开启了浦东一次创业的宏伟事业。

如今的浦东经济实力强大，但许多人
并不知道，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很差钱”。最
终，决定采取“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创新
方式，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题，打
开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全新局面。

山重水复疑无路
“回想浦东白手起家的创业，印象最深

的一件事就是创造了‘土地空转’模式。”
前外高桥集团监事会副主席吴震回忆，为
了凸显浦东开发开放的特色，中央决定在
浦东设立四个功能板块，分别是陆家嘴金
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

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市委市政府决策先行
启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 $个板块，要求
抓紧把 $家开发公司尽快组建起来，开展
“七通一平”土地开发工作。

注册公司、“七通一平”，资金从哪里
来？有两个办法，要么找财政，要么找银行。
但按照规定，银行借来的资金不是自有资
金，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硬着头皮找财政要
钱？但无论市里还是区里当时都“差钱”，几
次上门都是无功而返。

柳暗花明又一村
都说“穷则思变”，被逼无奈下，几位浦

东的同志想出了用土地折价入股的方案。
没有钱，有土地，能不能以土地折价入股？
工商部门说可以，但必须以货币形式表现
出来。事实上，当时浦东不仅没钱，而且也
没地。因为那时上海土地已由划拨转为批
租，通俗地说，就是要拿钱买地。以外高桥
为例，当时市里出让给外高桥开发公司是 *

平方公里土地，按 +#元/平方米计算，需要
"%*亿元资金。要折价入股也必须用钱购买
形成价格后才能注册。关键还在“钱”。

就在事情再次陷入僵局时，一张毫不
起眼的记账凭证让浦东人一下子找到了突
破的灵感：能不能以支票背书方式，实现
“资金空转、土地实转”呢？

具体来讲，首先，由政府土地部门与开
发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其次，由政府、
银行、公司在支票上同时背书；再则，进行
验资后工商注册登记。如此一来，各个环节
就能走通了。但因为国家文件里没有写“空
转”是否可以，所以各家银行都不敢做。后来，
是上海投资信托公司（以下简称“上投公司”）
解了燃眉之急，为公司提供了 "##万元开办
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政府土地部门、上投公司、开发公
司，大家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在一张支票上
当众背书，成功实现了“土地空转”。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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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上午，来自“彩
虹雨”的自闭症儿童和
宋庆龄幼儿园的孩子们
走进敦煌展，在上海中
心展览馆上了一堂愉快
的艺术课。本次“幸福生
存———亲子公益夏令营”
活动由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涵公益专项基金、漾
泱艺术、上海彩虹雨儿童
智能训练中心主办，旨
在打造公益与艺术结合
的新理念，通过艺术提
升生活的幸福感知。
本报记者 易蓉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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