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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变房东
月入七千元

家家都有违法建筑

!"岁的老赵原来是农民!如

今的身份是一名"房东#$ 自家二

层小楼被分割成 #间出租给 #户

人家后!老赵觉得还不够!又在房

子的前前后后见缝插针搭起了三

间简易平房! 以每月 "$$元的价

格出租给在附近的打工者$

记者以招工为由和他攀谈

上!听他说!村里一间 %$多平方

米的单间!屋内设施齐全!月租可

以达到 &$$$元$而比较简易的房

间也能借到 !$$元$ 他每个月租

房的收入可达 '$$$元$ "搭 (间

房子一共才 % 万多元!( 个月就

收回成本了$ %

"这样子弄!出事情咋办&%面

对各种治安'消防隐患!记者问老

赵$ "怕什么!村里都这样$ %老赵

说! 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有违法建

筑!或明显!或隐蔽!但出事的毕

竟是少数$"真出事只能自认倒霉

了$ %正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各

地"城中村%的"种地%行为越来越

多!月入过万的房东不在少数$于

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村民搭建违

法建筑的热情也随之高涨$

本报记者 左妍

! ! ! !记者走访这些“城中村”发现，房屋的基础
设施、周边环境都很差，建筑、生活垃圾随处可
见。加上缺乏完善的排水、排污系统，每到下雨
天，地面坑坑洼洼，污水满溢，雨水还将垃圾杂
物一并冲上路面，让人根本无法落脚。
今年 !"岁的民工小季租住在颇有“名气”

的桃浦镇金光村里，他说，没想到市区里也有这
么脏的地方，比自己的老家还差。但为了打工赚
钱，不得不把老婆和五岁大的孩子都带到这里。
因缺乏规划、建筑质量差，“城中村”里擅自

加盖的楼层增加了原有楼体负荷，降低了楼房

寿命。遇到极端天气，很容易发生坍塌等安全事
故。而不少违法建筑上还覆盖着油毛毡，属易燃
物品，若起火很难扑灭。

有些人还在“城中村”开出了各类加工厂，
将此地当做“创业”的第一站。如开废品站、加工
厂、服装厂、承包菜场摊位等就是其中常见的情
况。在南大路 #$"号民宅西侧两三米处，就坐落
着一家两百多平方米的废品收购站，站内堆满
了硬纸板、易拉罐、塑料瓶等杂物。整个回收站
内并无灭火器、水桶等消防设施，如果起火，势
必“火烧连营”，殃及相邻房屋。

记者在上南路上的一片出租屋内看到，一
楼有不少都是仓库和一些小作坊，加工布料、纸
盒甚至还有家电维修。有的商铺在顶上还搭建
了睡觉的小阁楼；还有一些出租屋的一楼楼梯
口，也被利用起来当了仓库，一排一排放着鞋盒
等易燃物品。

连日来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城中
村”的主干道路上都不见消火栓的踪影。更为重
要的是，“城中村”内租客众多，道路狭窄，消防
通道堆物，一旦发生火灾，车辆开进去都很困
难。而租客们的安全意识又大多较为淡薄，私拉
电线的情况严重，加上他们大多使用电热棒烧
水、液化气罐烧饭等，留下了不少火灾隐患。

! ! ! !从宽敞热闹的七莘路向中谊路一拐，记者
就来到了友谊村，这里是一片典型的“城中村”。
中谊路上的一排门面房卖蔬菜水果、农副食品
以及小商品，背后则是居住的生活区。穿过狭窄
的巷子，记者看到，这里的楼房大多为一两层
高，风格不统一，整个居住区显得凌乱、逼仄。由
于邻里间寸土必争，这里楼房挨得很紧，楼间距
有时仅 %米，刚好够 &个人擦肩而过；还有一些
地方甚至连 %米都不到，若打着一顶雨伞，根本
无法走进弄堂。再抬头看，随意晾晒的衣服似

“万国旗”，几乎遮没了天空。
弄堂如迷宫，若不是居住在此的人，顺利绕

出来并不容易。当地的村民为最大限度利用土
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搭建了违法建筑，有的是彩
钢板建成，有的则用废弃木材铁皮随意一搭，三
五平方米，或住人或堆物。一些原本只有一层的
小平房，却头顶两层违法搭建，摇摇欲坠，这些
违法建筑的门面上大多被写了红色的“拆”字。
租住在这里 '年的湖北人小蔡告诉记者，“河对
岸的六队春节前着了把火，烧掉 '间房，六队的

违法建筑全给拆了，我们这里也快了吧。”他说，
自己已在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另找住处。
与友谊村类似，南大路祁连山路路口的南

大村，面积更大，可谓“村中有村”。在纵横交错的
弄堂两侧，记者看到，一排排简陋的民房相互紧
挨，不少建筑都是紧贴在一起，窗户与旁边楼房
窗户相对，中间间隔不足一米，根本无法开窗。
“多搭一间，就意味着能多租出去一间赚钱

呗。”在南大村，租住在此的一名男子毫不避讳
地对记者说。这些年来，当地农民陆续搬离，大
量打工者涌入，这里逐渐出现了“肩并肩”的“握
手楼”，更亲密的，还有“脸贴脸”的“接吻楼”。

! ! ! !浦东上南路外环以南，分散着好几个规模
不小的“城中村”。这里地处三林镇，一条外环
线，将上南路分隔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北面整
洁、城市化；南面混乱、破旧不堪。
随意拐进一条不知名的小路，记者注意到，

几乎每幢房子的外墙上，都贴着大量小广告，以
租房信息最多，月租价在 '$$至 %$$$元不等。
“%$$$元的带大院儿，'$$元的就是一个隔间。”

在林鸣路附近的一幢带院落的房屋里，记

者观察了下，约 %$$平方米的 &层房子里住了
&$多个人，门前的雨棚下一字儿排开挂了几十
件款式一样的衣服。“这是附近塑料加工厂的职
工宿舍。”林鸣路上一家餐饮店的老板告诉记
者，因附近大大小小的生产企业多，附近的这片
房屋不少都租出去当职工宿舍了。“一个门牌号
里住三四十人不稀奇，人不好辨认，只能认得出
看门的狗。”这名老板戏说。
而在南大村的一个院落，两层楼的农宅，一

间间同样分租给十几个租客，房间约 (平方米，
放上高低床和一张桌子，几乎无法自如转身。另
一个院子里，其中一间十多平方米大的卧室里，
竟然挤进了一家六口。一名男子告诉记者，他与
妻子年初刚从安徽来沪打工，“当时我们也去对
面的小区看过房，可那儿的房租动辄就是一两
千元，后来到南大村一看，只要 )$$元就能解决
问题，我就把一家老小都安置在这儿了！”记者
随后找到房东，据他介绍，这套房屋共有六间屋
子，租金从 '$$元至 #$$元不等。“我只收房租，
别的不管，你想住几个人随你便！”

编者按

集体土地大多已被征用!村民们大多有了城

镇户口((于是!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丛中!那些

依旧没有完全消失的自然村就成了"都市里的村

庄%)))城中村$

在城市化的包围中!*城中村#以一种落后于

时代发展' 游离于城市管理的奇特方式生存着$

违法建筑'社会治安'消防隐患'无证店厂((一

连串的问题!拖住了城市发展的步伐'牵动着城

市管理的神经$

今年!上海将启动 &&个*城中村#地块改造

试点+%$&"年前!启动 ("个*城中村#地块改造$

紧锣密鼓的时间表已然列出!刻不容缓的行动亟

待展开$

今起!本报推出*聚焦,城中村-%系列报道!

访现状'看改造'找办法!期待一个个*都市里的

村庄%不再成为城市前行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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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肩并肩"!脸贴脸"

!城中村"环境脏乱消防治安隐患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左妍 房浩 陆常青

! ! ! !说起城中村# 我们的眼前总会浮现这
样的场景$狭窄龌龊的小弄堂#违法搭起的
!接吻楼"#隐匿深处的无证饭馆%网吧%浴
室&&对!村"里人来说#这是个!自我循
环"的小社会#但对于!村"外人来说#这里
却是个脏乱集聚的地方'连日来#记者走进
徐汇%闵行%浦东%杨浦%宝山%普陀等区#暗
访!城中村"的生存现状(

违建成片 打把伞走不进弄堂

!隐患重重 起火可能!火烧连营"

租客扎堆 !平方米住了十多人

相!关!链!接

! 左图#租客私拉电线现象严重

! 右图#违法建筑挨得很紧!生活空

间狭小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