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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四位一体
住房保障体系

! ! ! !时下，上海住房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坚持“!"#$”。“!”
是“一个定位”，就是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是“两个体系”，
就是建设房地产市场体系和
住房保障体系。“#”是“三个
为主”，就是坚持以居住为
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
商品住房为主。“$”是“四位
一体”，就是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保障
房、征收安置住房“四位一
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近年
来，对于本市中低收入家庭
的住房困难问题，上海已建
立起包括廉租房、共有产权
保障房、公共租赁住房以及
动迁安置房“四位一体”的住
房保障体系。

其中，廉租住房是托底
保障类型，目前正按照“货币
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标
准动态调整”的原则，继续对
城镇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实行“应保尽保”。截至
"%!&年 '月底，本市廉租住
房累计受益家庭已达 !"(!万
户，扣除因家庭情况改善等
原因退出保障的，正在享受

的约 $(#万户。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自

"%!%年开始启动，至今已累
计开展了六个批次的申请供
应工作，总计签约购房家庭
将达到 !#万户左右，并计划
于 "%!& 年第四季度启动第
七批次申请受理工作。目前，
第六批次共 #()"万户申请家
庭的审核工作已经完成，符
合条件的有 #(#&万户。截至
' 月底，!' 个区均已完成摇
号排序工作。

公共租赁住房，是为了
解决青年职工、引进人才等
常住人口阶段性居住困难。
截至 "%!&年 '月底，全市公
租房（含单位租赁房）累计筹
措房源约 !'($万套，累计供
应房源约 !"(*万套，历年累
计保障对象（含已退出）超过
#%万户。
“十三五”期间，本市还

将完成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为
主的房屋改造 "$% 万平方
米，补偿安置由实物安置向
货币和实物并举转变，逐步
转向货币安置为主，鼓励被
征收居民选择货币化安置。

本报记者 邵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对每一个上海人来说，有一桩事情体会

最深，那就是住房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上海的住

房紧张在全国都闻名，72家房客、三代同室、共用

厨房……精明能干的上海人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实际上是充满苦涩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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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40年，
阿拉越住越宽敞

本报记者 邵 宁

上世纪80年代起，一批批住宅开始兴建，成片

的棚户旧区得到改造。同时，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

进，房地产市场得到发展，“居者有其屋”成为现实。

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一套房；从拎马桶、生煤炉

到煤卫独用、花园小区……伴随着居住面积不断扩

大，住房条件的改善，是上海人生活质量的大飞跃。

! ! ! !今年 &'岁的陶达华跟房子打
了一辈子交道。上世纪 '% 年代
起，他就在黄浦区牯岭路房管所
任所长。他回忆说，牯岭路街道位
于上海市最中心的位置，也是上海
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人的住房
有多困难？陶达华举了个例子，凤
阳路 !'!弄有一户居民，女儿十八
九岁了，但是家里却无法再摆下一
张床！他们去房管所申请调大房
屋，又不够人均 $平方米以下的困
难户条件。陶达华去实地查看后，
所里讨论决定，在他家屋里搭建了
一个三平方米的阁楼，以解决女儿
的居住问题。后来这户居民千恩万
谢，写了一张大红感谢信，贴在房
管所门口。
这一做法，当时在全市房管所

属于首创，市房地局还将他们的经
验在全市推广。牯岭路房管所还实
施了最早的“拆落地”改造，将江阴
路 !#%弄、芦花荡、成都北路仙麟
里等好几处危旧房屋改建成了三
至五层的新工房，配有简易煤卫设
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当初的‘搭搭放放’，是没有

办法的办法，为的是解决居民的燃
眉之急。”陶达华说，要从根本上解
决住房困难，还是要靠扩大住房
建设。

!)&!年，陶达华调到黄浦区
住宅建设办公室任主任。也是从那
时候起，黄浦区对危旧房屋实行成
片改建。宁波路 !"%弄兴仁里是上
海第一批石库门住宅，破旧不堪，
住在楼下的居民，经常担心楼上居
民“挂火腿”（楼板踏穿!一脚踏穿

楼板）。兴仁里被列为区里第一个
动迁改建项目，居民们得知后欢呼
雀跃，原计划动迁时间为 '个月，"

个月就完成了。施工也提速了，原
计划两年后回搬，结果一年半就竣
工入住了。永寿路延安路口的瑞福
里，有 '%&户居民，动迁也只花了
#个月。

在此后的八九年时间里，黄
浦区改建了 !$处危旧房基地，共
计 !%余万平方米，兴建了振兴、
振华、瑞福里等高层住宅和办公
楼。由于浦西没有足够的土地建
住宅，便在当时黄浦区的浦东地
区建设了东园小区、潍坊新村，以
及梅、兰、竹、菊四个住宅小区，面
积达 !%%余万平方米。可是，由于
浦东交通不便、商业配套不全，因
此上海人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
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于是，陶
达华又受命前去浦东进行商业建
设开发，经过十年的努力，在张杨
路浦东南路建成了 )+ 万平方米
的新上海商业城，著名的浦东八
佰伴就坐落其中。
在那些年里，住房是第一民生

问题。上海连续多年把解决市民住
房困难列为市政府实事———!)&+

年，提出年内先解决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以下特困户中 '%%%户的
任务；!)&&年，要求解困“!平方米
以下特困户”；!))'年，要求竣工
住宅 !%%%万平方米，其中公建配
套不少于 !%%万平方米；解决 !(*

万户“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以
下”家庭的居住困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上海
公有住房大建设时期，许多单位纷
纷建造住房，分配给职工。曲阳新
村、延吉新村、甘泉新村等都是那
时出现的“大居”，这些新建小区与
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相比，
房型宽敞，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无
疑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搭搭放放"到建造新房

告别
蜗居

! 改造后的春阳里再现历史风貌 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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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从居陋室到住新屋
! ! ! !从轨交 !" 号线宁国路站 * 号口出
来，往眉州路左转，走上 *分钟，就是馨运
公寓。小区清一色 !&层的住宅楼，米色与
褐色的外墙，色彩雅致，楼与楼的间距很
大，每栋楼都有电梯直通地下车库，小区里
绿化茂盛，错落有致，还配有儿童乐园。人
们想不到，这个位于内环以内的漂亮小区，
是杨浦区的征收安置房基地。

岳银宝一家今年初搬入馨运公寓，
和丈夫、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女住在其
中一套两室一厅。今年 '*岁的岳阿姨原
来住在扬州路的新康里，"%!*年这一地
块旧改征收，根据当时杨浦区的政策，一
张产证或租赁证可以购买区里一套安置
房。他们幸运地摇号抽到了馨运公寓的
一套两室一厅。
“这房子 '&(&平方米，尽管不算大，

但和我们以前住的相比，真是一个天一
个地！”岳阿姨感慨地说。新康里属于八
埭头地区，!%平方米的后楼，他们一家三
口住了十多年。后来女儿结婚了，只能在

外面租房住。外孙女出生了，又送到老房
子由老两口带。
新康里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岳阿姨

那幢总共住了五户：客堂间、前楼、后楼、
亭子间和阁楼各一户。“老房子没有卫生
间，天天倒马桶；一个灶披间，*家人家合
用；后楼只有一扇小窗，采光很差，冬天照
不到太阳，夏天闷热得要命。”岳阿姨说，
每月大家还要分摊电费和水费，好在邻里
之间还能谦让，矛盾不多。
在外过渡了一年多后，岳银宝一家拿

到新房钥匙，装修好，就欢天喜地地搬了
进来。记者在她家看到，十多平方米的客
厅摆着餐桌、小沙发，布置得整洁温馨；厨
房虽然只有 *平方米，但井井有条；阳台
一隔为二，其中 "平方米是小外孙女的
“儿童乐园”。她扳着手指说着新居的好
处：独门独户，小区环境好；地段好，离地
铁近，女儿女婿上班方便；附近有超市、大
卖场，医院有好几家，还有一个高大上的
长阳创谷。“还有一点，新房子有电梯！”老

伴补充道。我们年龄上去了，原来尽管只
有一层楼，但楼梯很窄，爬起来很吃力。”
说着，老夫妻俩笑了，笑容里是满满的幸
福感。
岳阿姨一家，是上海无数个通过旧区

改造而彻底改善居住条件的家庭的缩影。
这样的家庭，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仅杨
浦区就有 !!万户以上。历届上海市委、市
政府不断推进旧区改造。改革开放 $%年
来，全市通过动迁、征收而改善居住条件的
家庭，数量不下百万户。
以人称“大杨浦”的杨浦区为例，区里

二级以下旧里有近 $%%万平方米，约 !*

万户！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区里共拆除
此类房屋 #!%万平方米，使 !!万余户居
民告别破旧的陋室，迁入了新居。

杨浦区房管局局长于洋告诉记者，
杨浦还首创了“原地安新家”的惠民举
措，即在本区范围内建设安置房。这几年
来，共开发就近征收安置房项目 #!处，
住宅面积 !!#万平方米，共计可提供房
源 !('万余套。像岳银宝这样的家庭，就
是这一举措的受益者。

从棚户区到!新天地"

! ! ! !经过多年不间断的改造，打浦桥（原
卢湾区）、苏家巷（原闸北区）、“三湾一
弄”（普陀区）、虹镇老街（虹口区），以及
程乃珊小说《穷街》的原型———爱国二
村、公助一村（杨浦区），这些上海著名的
棚户区，都成了历史名词。
“三湾一弄”中的“两湾一宅”（潭子

湾%潘家湾%王家宅），直到上世纪 )% 年
代，还是上海市中心面积最大、危棚简
屋最集中的棚户区。!))%年代后期，作
为上海市旧区改造的一项重大工程，

“两湾一宅”终于实施改造。当时仅仅用
了 !%个月，超万户居民的动迁工作就
顺利完成，创下了上海动迁投资最大、
速度最快、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等
多项历史纪录，居民由此告别了蜗居，
迁往桃浦、江桥等地区。而“两湾一宅”
原址，一栋栋高层住宅拔地而起，被命
名为“中远两湾城”，历时 + 年，分四期
建设而成，总建筑面积达 !'% 万平方
米，成为上海市内环内规模最大的现代
化生态居住园区。

同样，虹镇老街作为历史悠久的棚
户区，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年以前，)%万平方米的虹镇老街被
喻为“上海滩棚户区最后的部落”，住着
超过 !(#&万户人家。走入曲里拐弯的虹
镇老街就像入了迷宫，房子犬牙交错，许
多弄堂只能看到“一线天”。经过近 "%年
的改造，虹镇老街终于“凤凰涅槃”，蜕变
为融合高端住宅和商业商务的“北上海
新天地”。如今，瑞虹新城已有 !.+期社
区陆续建成，住户约 **%%户。总体量达
**万平方米的瑞虹天地里，购物、餐饮、
文化、娱乐、休闲，应有尽有。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 ! ! !持续多年的旧区改造，带来了上海面
貌的日新月异。然而，在成片的旧式里弄
被拆除的同时，曾经的“上海屋檐下”的浓
浓风情，也随之消失了。如何留住历史文
脉，让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

"%!'年，虹口区启动了春阳里风貌
保护街坊更新改造项目。春阳里是典型
的上海老式石库门里弄建筑。此次改造
目标是既保护特色旧里风貌，又要做到
居民户内厨卫独用。去年 !"月，试点项
目已改造的 $'户居民全部拿到新房钥
匙，欣喜地回到了“返老还童”的家中。

在市中心黄河路著名的老弄堂承兴
里，黄浦区正在探索全新的石库门“留
改”模式：整体保留石库门风貌元素、保
护里弄建筑肌理，通过调整空间结构、
“抽户”等方式释放空间，为还在使用手
拎马桶的居民打造独用厨卫，让曾经的
市民生活空间得以传承。

如今，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上海城市更新的理念迎来了一个重大的
转变。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在保护历史
风貌的同时，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提升
居住环境。市房管部门介绍说，目前上海

外环以内、*%年以上登记在册的里弄房
屋有 &%%多万平方米，经过甄别后需要
保留的有 +%%多万平方米。针对这些房
屋，将按照居民自愿、政府主导、因地制
宜、分类改造的方式进行保护。比如，居
住密度太高的房屋，可采取抽户的方式
降低人口密度，如承兴里；有些房屋采用
整体内部改造，如春阳里；还有一些实在
无法修缮的里弄房屋，将采取局部拆除
重建的方式予以重现风貌。

上海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脉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性大都
市。在未来的旧区改造中，将用城市有机
更新的理念，留住更多的城市记忆。

! ! ! !房子，房子，百姓的命根子。在上海
人的住房问题上，!))!年是一个重要的
年份，!))!年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
《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住房制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是公有住房的出售。!))$年 *月，上海出
台《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根
据规定，公房承租人可以以优惠价格买
下房屋产权，工龄可以抵扣购房款，许多
职工花一两万元，就买下了单位分配的
公房。

!)))年市政府颁布深化房改综合配
套改革的政策，并于 "%%%年起实施，上
海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住房新制度的转折

阶段。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公有住房出
售。通过加强售房政策咨询和宣传，简化
售房操作程序，促进了公有住房出售，满
足了居民的购房要求。据统计，"%%%年全
年上海共出售公有住房 **()&万套、建筑
面积 ")+*(%$万平方米，形成 !))$年以
来的第二次购房高潮。至此，全市已累计
出售公房 !#'($万套，+!%%万平方米，占
可售公房的总量 +*/以上，大大提高了
职工住房的自有率。

与此同时，一个新生事物也出现了，
这就是商品房。随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结
束，商品房为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了多元
化的选择。买房，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购
买行为之一。房地产市场也从这个时期

开始形成。
这其中，公积金制度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是 !))!年，上海市借鉴新加坡的
中央公积金制度，率先试行住房公积金
制度，并很快在全国推开。

"+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工参与到住
房公积金和补充住房公积金中。根据《上
海市住房公积金 "%!+ 年年度报告》，到
"%!+年末，缴存总额 &"$&(&#亿元，同比
增长 !*()#/；缴存余额 #*+&(#)亿元，同
比增长 !"($'/。

有意思的是，随着住房自有率的提
高，公房正逐步退出上海历史舞台。!)+)

年，上海直管公房面积占住宅总面积的
&%/。而现在，上海房屋总量超过 !"亿平
方米，其中住房为 '亿平方米，公房类旧
住房仅 #%%%万平方米，占住宅总面积的
比例只有 */。

从分房到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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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运公寓是杨浦区征收安置房基地 种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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