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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床要倒马桶，或者排队

上厕所；中午晚上做饭，几户居民

同在一间狭小的厨房间内挤来挤

去……狭小的居住环境，至今仍让

部分上海中心城区的居民苦不堪

言。目前，上海从改善居民卫生设施

着手，旧区改造模式从“拆改留”升级

到“留改拆”，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

同时，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风貌。

告别“倒马桶”时代：
旧里弄换新颜

陈敏新夫妇和儿子、92 岁的婆

婆三代四口人曾一起“蜗居”在 2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陈敏新说，旧屋

墙皮一摸就往下掉，房子木质腐烂，

设施老旧，白蚁、蟑螂、老鼠特别多。

“家里能有独立的马桶和洗手盆是

我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终于实

现了。”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春阳里建

于1921年至1936年，是典型的上海

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多为二层，部

分带三层阁楼，住有居民 1181 户。

由于硬件条件限制，春阳里的居民

一直过着厨房合用、马桶相伴的生

活，房屋老化还引发结构不稳、消防

隐患等诸多问题。

上海市虹口区房管局城市更新

科科长孟韬表示，厨卫短缺等卫生

设施改造是旧改首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上海市第一个竣工的里弄房屋

内部整体保护的试点项目，2016 年

正式启动的春阳里改造完成后，居

民彻底告别了“公共澡堂”和“倒马

桶”时代。

上海城区目前还有不少家庭使

用手拎马桶。据统计，全市共有 33

万户家庭卫生设施短缺，其中没有

卫生设施的15.8万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黄永平表示，“对于有保留

价值的房子，要因地制宜地搞‘马桶

工程’。例如，有的是在房间里面搞

‘一平方’工程，把马桶放上去；有的

则是通过成套改造、扩建等方式，把

厨房和卫生间独立起来；有的则需

要原地拆除重建；更有的需要使用

‘抽户’的办法，即在七八户人家中

抽掉两家重新安排。”

螺蛳壳里做道场：
城镇旧改需“绣花工夫”

“改造后的新房比原来多出十

几平方米，阁楼腾出一个 14 平方

米、1.6米高的房间，我们夫妇住；楼

下则辟出两个各 7 平方米的房间，

给 老 人 和 儿 子 住 。”陈 敏 新 告 诉

记者。

“此次改造试点的 12个单元 46

户居民，居住空间最小 5.4 平方米，

最大 42平方米；由于房屋套型千差

万别，改造方案并无模板，需要设计

师一户户上门走访测量，量身定

做。”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师邢

朱华说，改造春阳里下的是“绣花”

功夫。

“有的一栋楼里住了五六户居

民，设计方案的改动不是以米，而是

掐着厘米来算，哪家都不能吃亏。真

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既要保留居

住功能，又要为每户挤出空间增加

独立的厨卫面积，还要顾及居民受

益的均衡性，容不得半点闪失。”孟

韬表示。

为确保旧区改造方案居民获益

均衡，设计方案反复斟酌修改了 20

余稿。目前试点项目每户平均增加

面积 3.5 平方米，每户都有独立厨

卫。在改造过程中，居民在外租房过

渡，由政府承担租金，改造完成后居

民再“回搬”。“居民不用花一分钱，

春阳里所有改造的费用由市区财政

共同出资。”

黄永平透露，以春阳里模式旧

改的户数今年有望启动9000户。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上海旧改思路升级

从“一小区一方案”到“一楼一

方案”，上海正按照“留改拆”并举的

方针，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多模式

并举”，努力走出一条风貌保护、城

市更新、旧区改造、大居建设和住房

保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的新路。

据悉，上海旧区和旧住房改造

历经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大动

迁”和“大拆迁”为主，新一轮从“拆

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到“留改拆

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上海的特

色建筑，例如小里弄、石库门和老弄

堂等，传承城市记忆，是上海文化的

重要载体，部分建筑已有近百年

历史。

“变以往的‘拆改留’为如今的

‘留改拆’，是上海城市建设及更新

思路的升级。应留的必须留，作为

‘留改拆’工作底线，必须保留保护

好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黄永平

说，以往上海的旧改模式是“拆改

留”、以拆为主，如今，上海正着眼于

城市的长远发展，着手留住城市文

脉，将城市风貌、优秀历史建筑等的

保护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以留为

主，质量为先”。

上海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十三五”期间，上海旧区改造的

目标是完成中心城区二级以下旧里

房屋改造 240 万平方米。今年上海

计划动迁二级以下旧里 50 万平方

米，惠及2.5万户家庭。

（新华社 郑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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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揭晓。不同的年

龄，不同的职业，

作为平凡人，他们

却做出了不平凡

的事——点亮自

己，照亮他人。

“80 后”老药

师章臣桂——生

于旧中国，章臣桂

见证了缺医少药

的过去；立足新时

代，她在传统典籍

中探寻中药的无

限可能性，并研制

出速效救心丸、清

咽滴丸等药物。如

今八十多岁的她，

从未停止对中医

药研究的脚步。

“ 深 山 护 林

人”刘文鑫——66

岁的刘文鑫，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守

着一片林子。“不

辛苦”是刘文鑫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

年轻时，他骑着摩

托车巡守，岁数大

了，他和老伴直接

“住”守在林子里，

每 天 24 小 时 瞭

望，把岗哨过成了

“家”。

“超能大叔”

何永云——汽车不慎坠江，车上三人

危在旦夕……听到呼救声，在山坡上

种地的何永云急忙跑下山，奋勇跳江

救起一家三口，并用所学急救知识对

其中两人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及时挽

救了宝贵的生命。

“车轮爸爸”倪金红——今年 52

岁的倪金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09

年，他开始义务接送吴江社会福利院

的孩子上下学，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整整 10 个年头，倪金红每天风雨无

阻，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倪爸爸”。

“独臂支书”李健——历经 11 次

手术，拖着空荡荡的袖子和再造的左

腿，生活的贫困让李健越发坚强。经

历断臂生死，从贫困户到“独臂支

书”，李健从帮助群众致富中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谱写了一曲奋斗不屈的

人生华章。

“一个世纪的音乐志愿者”曹鹏——

今年 94 岁的他，是耄耋而不辍的著

名指挥家，是相信音乐“善民心”的交

响乐普及者，是孤独症儿童口中陪伴

他们十余年的“曹爷爷”。曹鹏用近一

个世纪的时光，谱写着城市间一曲关

于音乐与爱的交响。

“反家暴先行者”万飞——从警

30年，万飞接触了大量家暴受害人，

看到无数家庭因家暴破碎。他和“蓝

天下”的志愿者推动建立了“妇联+公

安+社会组织+X”多部门联动的反家

暴支持体系，并被多地借鉴。四年来，

他修复了数百个家庭受损的关系。

“背骨人”郭海波——郭海波，山

西太行山区黎城县孔家峧村的村民。

7年里，他已经从太行山中背出了21

具八路军战士的遗骸。尽管山高沟

深，大都没有路，但郭海波依旧坚持

找寻。“他们把命都丢在了这里，我做

这点事不算啥。”

脑瘫“博士”谢炎廷——患有脑

瘫，只有一根手指能够自如敲击键

盘，谢炎廷却一路在兰州大学读到了

“博士”。在周围老师与同学的帮助

下，没能够通过高考走入大学学堂的

这位编外学生却如常人一般完成了

大学的课业要求。希望能够将学业更

进一步的谢炎廷把霍金作为自己的

榜样。

留守儿童的“家长”黄才义——

无偿提供房屋，为留守儿童建立“心

灵归处”。“朝阳留守儿童之家”至今

已走过 12 个年头，共计接待留守学

生和少年儿童 2万余人次。在帮扶留

守儿童的路上，尽管遇到许多难题，

但黄才义无怨无悔，将真挚的感情投

入其中。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

活动”由新华社发起，新华网、新华社

“中国网事”栏目承办，自 2010 年起

已成功举办九届，今年进入第十年。

该活动是国内首个以基层普通百姓

为报道和评选对象，由新华社记者走

访基层挖掘感人故事，不同机构推荐

候选人，发动网民通过新媒体方式进

行线上、线下评选并进行年度颁奖典

礼的公益品牌活动。

“留改拆”提升百姓获得感

打开中国植被分布图，西南部

的白色冰川与褐色的高山裸岩之

间，有一处被大片翠绿色覆盖的土

地，无数毛细血管般的溪流自此发

源汇集，一路东去。

这是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

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

源头，每年输出 600 亿立方米清

洁水。

昔日，受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

因素影响，当地草原一度过牧超

载，生态发生严重退化，致下游水

患频仍。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花石峡镇东泽村牧民才旦今年 55

岁，对此记忆犹新。他家临近冬格

措纳湖，位于黄河源头附近，曾是

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最多的时候，

一家 5 口人养了 1000 多只羊，500

多头牦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当地草

场状况变得越来越差，常刮 7、8级

大风，周围湖泊及河流也开始干

涸。在海拔较高、地处深山的夏季

草场居住时，为让牲畜饮水，才旦

常赶着牛羊去很远的水源地，来回

需要一整天。

草 场 不 复 存 在 ，牧 民 何 去

何从？

2006 年 10 月，才旦一家决定

迁往临近州县居住。当年起，整个

三江源地区近 10万牧民陆续离开

世代居住的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

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为遏制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

势，2005 年至今，国家在当地累计

投入超 180 亿元，实施人工草补

播、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

控等生态工程，一批批干部专家前

赴后继扎根于此，寻找生态恢复

“良方”，并取得成效——2013 年

底，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

程结束。与 2004 年相比，三大江河

源头年均向下游多输出 58 亿立方

米 的 优 质 水 ，草 原 产 草 量 提 高

30%。

2014 年 1 月，投入更大、标准

更严格的二期工程接续启动。截至

2018 年，与一期工程实施结果相

比，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提高

约2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4.8%

提高到 7.43%，水域占比由 4.89%

增加到5.7%。

三江源地区草青、天蓝、水碧

的景象再度归来，个别地区生态状

况甚至优于退化前的水平。

在长江源头地区，家住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哈秀乡云

塔村牧民生态监测员当真文德，近

6 年在村子周边陆续发现 10 多只

雪豹。

在黄河源头，玛多县黄河乡阿

映村牧民闹瓦近期回到家乡，再次

看到熟悉的“千湖美景”，看到了在

草场上自由竞逐的藏野驴以及重

披绿衣的山头。

在澜沧江源地区，玉树州杂多

县扎青乡地青村牧民布勇，近年来

明显感到草高了、雨水更多了，家

门口的河水像儿时一样再度奔流

起来。在山上放牧时，他常能看到

珍稀物种岩羊与家畜在同一片草

场进食的情景。

家乡生态恢复，让三江源牧民

极为珍视。玛多县黄河乡阿映村牧

民闹瓦说：“我们这里曾经源头断

流、草原萎缩，国家下大力气把生

态恢复得这么好，牧民有什么理由

不珍惜？”

笔者近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采

访时，多次看到当地牧民自发沿路

捡拾垃圾。有 1.7 万当地牧民被政

府聘为生态管护员，承担生态违法

巡护、草原防火等职责，每月可获

得1800元收入。越来越多放下牧鞭

的牧民，开办藏家乐、藏餐馆，从事

民族演艺等，减轻了草场承载压

力，利用当地生态旅游资源走上致

富道路。

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多秀

村牧民卓玛加告诉笔者：“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生态这么

好，以后根本不愁吃穿，日子只会

越来越好。”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

万成表示，通过 14 年持续保护，

“中华水塔”载誉复归。今后，青海

将在持续严格保护三江源地区的

基础上实现生态资源永续利用，将

三江源建设成为生态功能稳定、民

族文化独特的自然保护地，使之成

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名片、生态体

验和环境教育平台。

（新华社 李亚光）

14年保护，“中华水塔”美丽复归

莲田采收忙

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素有“十里荷花、百里荷香、千年荷村、万亩荷田”之称。近年来，当地以三产融合、农旅结合，在吴山、狮山、陈店、双泉、里

叶等发展“一村一品”白莲种植面积共有 800 公顷，通过品种改良、产业提升，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图为 7 月 23 日，大慈岩镇里叶村

莲农们冒着酷暑天气，在田间采摘鲜莲蓬。 宁文武 摄

成都市温江区
《我和我的祖国》摄影展
征稿活动开启

本报讯（王运秋 吴燕子）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展现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取得的

辉煌成就，生动展现四川成都市

温江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而努力

奋斗的精神风貌，由成都市温江

区妇女联合会主办、成都市女知

识分子联合会承办的《我和我的

祖国》摄影展征稿活动日前在温

江开启。

本次摄影展的宗旨是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摄影展将通过

图片展的形式，直观地反映温江

区在城市规划、教育文化、交通建

设、设施农业、科技卫生等方面的

巨大变化和对比；反映温江区民

俗风情、自然风光、百姓生活的新

变化；反映温江区广大妇女儿童

和家庭的家国情怀。通过图片展

表达人民群众对祖国的赤子之

心，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摄影作品面向社会征集，摄

影展将于9月28日开展。

上海

成都天府新区
全力建设大美公园乡村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7 月

23日，由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乡村振兴功能区管委会主办，

天府新区万安街道办事处承办

的“公园城市·美丽新区”2019

成都天府新区乡村振兴投资合

作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成都举

行。本次签约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提出

的“一点一园一极一地”战略定

位和重大要求，抢抓乡村振兴战

略发展机遇，全力建设大美公园

乡村。在签约仪式上，天府新区

成都管理委员、万安街道、煎茶

街道、籍田街道、大林街道分别

与企业代表签约。签约总金额约

110亿元人民币。

记者在签约仪式上了解到，

滨河生态绿道系统等基础设施项

目、天府龙门阵项目、天府丝绸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天府曦

谷川派中医乐养公园项目、“天府

枣庄”项目、思渡田园综合体项目

等集体落户天府新区。其中，思渡

田 园 综 合 体 项 目 将 围 绕“ 农

业+”，体现生态、健康、文化三大

主题，打造西南规模最大的非遗

手工生产和培训基地、西南最优

代表的生态农业订单生产示范

区、西南最具特色的中医文化养

生和体验基地，建设地区农业文

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

态同步改善，一产三产深度融合

的特色田园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