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虎和朱家湾似乎特别有缘，他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这儿也

恰巧成了他工作的“原点”。

电工原理、管道学、电工学……对于只有着修理简单农机经验

的徐虎来说，这无异于改行换道。 因为，在农村，他从未接触过

任何管渠。

面对这些新鲜知识， 这位戴着大框眼镜的大男孩充满着

新奇和热情。他吃苦耐劳，从头开始，一点点跟着师傅学。在实

践操作中，他也很爱动脑筋，很快就创设了自己的独门“水电

绝学”。

彼时，很多刚住进楼房的人们家中用上抽水马桶，但对于

马桶的使用却并不合理，很多马桶被当作了垃圾桶，“吞”下的

东西杂七杂八，常常引发堵塞。 当时惯常的疏通方式是卸下整

个马桶，但马桶的陶瓷质地比较脆，拆卸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容

易破裂。 徐虎清晰记得，当时重新换一个马桶的价格是 18 元，

相当于工薪阶层半个月工资，“一旦拆坏， 反而给别人带来麻

烦。 ”于是，他开始研究不拆马桶就能疏通管道的办法。

经他观察，马桶之下的管道都呈 S 形，这与厨房水槽下的

管道一致，而大多数的拥堵都是因为异物卡在了第一个弯道。

于是，他尝试用不同粗细的铅丝做成钩子，最终发现 8 号铅丝效果

最佳，能精准地将弯道内的异物勾出。

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效果明显， 肯动脑筋替居民解决实际

困难的徐虎也就这样在社区里出了名。

上世纪 80 年代，老百姓家里的电器多了起来，电视机几乎成

了标配，个别条件好的家庭甚至用上了空调。 用电高峰季节，铝制

的保险丝容易烧掉， 时代进步对于水电工维修工作的迫切需求日

益显露，不怕累、肯吃苦、善动脑的徐虎开始大展拳脚。

一个大夏天的上午，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赶来报修。 一进门，

这位阿姨就嚷嚷开了。 原来，前一天晚上，这户居民家所处楼面突

然断电，殃及三户居民家庭。家里的电扇、冰箱全都不能用，孩子只

能点蜡烛复习迎考。 白天上班没时间报修， 下了班报修又找不到

人。 这位阿姨只能特地请事假出来报修：“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帮忙

修好。 ”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徐虎。 他说，以往总认为维修工能做到“你

来报，我去修”，并保证维修质量，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没想到，修修

电线、疏通马桶，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一旦耽搁起来，对居民正常

生活的影响程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指数级增长。如果能尽快、

即刻、及时解决问题，才是大家所真正需要的。

于是，在单位支持下，他在社区里发放了 500 份意见征询单，

走访了 300 户居民。反馈结果空前一致：双职工家庭都希望增加傍

晚及夜间的维修时间。

徐虎从挂在居委会门口的警民联系箱得到启发， 萌生了挂起

联系信箱、利用业余时间服务居民的念头。

“挂箱”是极其慎重的———这代表着一种承诺、信任、持之以

恒。 徐虎心里明白，一旦挂起了联系信箱，就绝对不能因为家庭矛

盾、经济困难、时间不够等个人原因而中断服务。

几经思量， 并在取得单位领导及爱人的支持下，1985 年 6 月

23 日，徐虎在房管所同事的陪同下，来到光新二村、石泉路 75 弄

和石泉六村，分别挂上了三只“夜间水电急修特约服务箱”。对于服

务箱上的这一小段话， 徐虎至今熟稔于心：“凡属本地段的公房住

户如有夜间水电急修，请写纸条投入箱内。 本人热忱为您服务，每

天开箱时间晚上 7 点。 中山房管所徐虎”。

打那以后，每晚七时，徐虎总是骑着“老坦克”，背着工具包，奔

赴三个报修点。 按照信箱里的报修纸条，挨家挨户上门修理。 他没

有食言，这一挂，就是风雨无阻整整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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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虎：

为人民服务
永远不会过时

上海， 光新路朱家湾后浜。

徐虎在这儿生、 在这儿长、 在这儿成名、 也

在这儿老去……这儿， 见证了一代全国劳模徐虎

的 “传奇” 经历， 也给予了他绚烂之后归于恬淡

的日常。

33 年前， 时任上海中山北路房管所水电工的

徐虎在附近社区挂上三个便民服务信箱， 义务帮助

居民解决水电故障， 接着的 20 多年间荣誉接踵而

至： 首届上海服务明星、 连续五届获评全国劳动模

范、 十五大党代表、 全国优秀共产党人、 全国优秀

工人 、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

和 “60 位时代领跑者” 等等。

渐渐， “徐虎” 这个名字也已不单单属于他本

人， 而成为一个服务品牌、 一座城市乃至一种民族

精神、 奋斗精神的指代和象征。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殊的印迹和精神特

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更多的时代印迹生动、

传神地展现在一个个鲜活的模范典型身上， 经由其

事迹、 言行， 为一代代人所接纳、 延续、 传承。

时代也是公平的。

每个人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奋斗过， 总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天地。 不论是荣誉满载还是岁月静好， 都

是时代给予每个人最真切的回报。

轰轰烈烈的荣誉过后， 如今已退休八年的徐

虎早已自如 “切换 ” 频率 ： 每天保持规律生活 ，

看看电视、 试着摆弄手机 App， 含饴弄孙之余不

忘发挥余热， 为单位里的年轻学徒上上课、 为物

业公司新设立的 “老公房加装电梯工作室” 出出

主意。

白驹过隙。 当年这三个便民服务箱早已完成历

史使命， 被淹没在不断奔涌向前的时代浪潮中， 而

这位老劳模淡定而坦然： “为人民服务， 永远不会

过时。 在每个当下， 成为最好的自己。”

为珍惜、 为感恩
而奋斗
从当年的朱家湾后浜，步行十多分钟，就是田郊。

徐虎的母亲是菜农，父亲是运输工。 家中八个孩子，

他是唯一的男丁。 所以， 徐虎自小就跟随母亲到田郊务

农，挑起了生活重担。

他清晰记得，那个时候，生产大队只有两台机器：一

台抽水机、一台粉碎机。 特别是粉碎机，需要常常把从河

浜里捞起的水葫芦粉碎了当作养猪饲料， 因此一旦有些

故障，小修小补的活儿自然落到了徐虎手上。

不止修农机，家中诸如用白铁皮敲个煤油炉的活儿，自

然也是由男孩子揽下的，以此尽量减少家中支出。

本以为要务农一辈子的徐虎，于 1975 年政府征地过

程中机缘巧合地被安排进了房管所工作。

彼时，领导问：“会做些什么？ ”

刚放下农活儿的徐虎战战兢兢：“会点修理……”

就这样，他进了水电维修工的班组，单位还为他配了

一位师傅。

能进城有份安稳工作， 这对当时的徐虎来说无异于

“恩赐”。父母的话终日在他耳边回响：“机会难得，人要懂

得感恩，做个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

怀揣着 “被需要”
不断自我更迭
终日骑着自行车， 在熟悉不过的社区里为居民

解决水电故障， 徐虎的身上整日都是油污。

他会爬上屋顶清理维修水箱， 也会下探化粪池

疏通各种堵塞。 一天下来， 常常又脏又臭。

他习惯回家吃午饭 ， 且不换工作服 。 因为一

来， 自己家人不会嫌弃， 二来， 这身工作服对他来

说， 是特别需要珍惜的一个符号。

偶尔， 工作间隙的休息时间， 他也喜欢蹲在路

边观察那些大工厂出来的员工。

至今这些画面会在他脑海深处某个地方闪闪发

光。 “工厂的大黑门一开， 里面走出的职员们都是

统一的 ‘的确良’ 衬衫、 黑毛涤裤子， 骑着二八大

杠的自行车， 车轮钢丝擦得锃亮， 胸口白布口袋映

衬出装在里面的十元面值人民币……”

每每这个时候， 徐虎内心也会涌动起一丝羡慕

的波澜， 但他很会自我调整， 很快 “闪回” 现状：

“我还是做好我的水电工， 因为， 居民们离不开我，

最需要我。”

在每个当下
成为最好的自己
外孙手捧着德育课课文 《闪光的金子》 来问徐

虎： “这里讲的是你的故事么？”

徐虎： “是啊！”

外孙 ： “我们老师都给你竖大拇指 ， 夸你厉

害。 可当人家问我长大想干什么， 别的小朋友都要

做老师、 医生、 科学家， 我说要当修理工， 还是有

人会表示不理解”。

面对澎湃激荡的时代大潮， 这位至今不会用微

信、 不玩抖音的老劳模也难免露出些许真实的局促

与困惑： 新时代， 如何向年轻人讲述劳模、 传递奋

斗精神？

他说， 传扬工匠精神正是一个好的契机， 不是

每个人都能扬名立万， 但如果一个人能持守匠心，

不好高骛远、 不急功近利， 执一业终一生， 关注每

个当下， 在每个当下成为最好的自己， 总能成就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就是怀揣着这种 “被需要” 的感觉， 30 多年来， 徐虎

任劳任怨在服务岗位上尽力做到极致， 并紧紧贴合时代发

展， 更新迭代自己的服务方式———

挂上信箱的 13 年间， 他从未失信过用户。 仅以有数据

统计的十年计算， 期间， 他累计开箱服务 3700 多天， 共花

费 7400 多个小时为居民解决夜间水电急修项目 2100 多个。

设立信箱， 这完全是通讯不够发达的年代中一种比较原

始的沟通途径。 上世纪 90 年代， 电话普及后， 小信箱们也

完成了历史使命， 其中的一个已被国家级博物馆中国革命历

史博物馆收藏。

此后， 1992 年， 徐虎应急维修电话逐步普及。

时至今日， 报修渠道更新成为网上物业服务平台， 这个

平台与上海物业 App 合作， 凡是西部集团 （即由当年徐虎

所在房管单位转制而来） 管辖小区的用户， 进入 App 的小

区板块后就能方便查阅到由物业提供的各类服务。

2015 年 6 月 23 日， 徐虎义务挂箱为民服务 30 周年之

际， 网上报修平台还在线下新设立了六个服务中心， 当年徐

虎式的 “随叫随到” 服务也在新时代以更便捷、 多样的途径

接驳着现代生活。

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樱花苑小区设立了第一家服务中心，

西部集团相关项目经理朱琏华介绍说， 这一模式正是当年

“徐虎信箱” 的升级版本， “现在居民区大多有了专业物业

服务， 维修队伍壮大了， 技术提高了， 服务种类更多了， 沟

通渠道更丰富了， 居民有什么诉求只需一键派单， 就会有专

业人员上门服务。” 而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也将不再局限于

维修， 而是新增了公共事业费代缴、 快递暂存、 白蚁防治、

绿艺布置等项目， 诸如空调清洗、 果蔬团购、 家政服务、 社

区养老、 二次装修等业务也在不断探索中。

作为曾接受过徐虎带教指点的 “小徐虎”， 朱琏华和他

的团队每天忙得连轴转， 但他始终记得当年徐虎常对他叨叨

的话： “为居民服务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要体现出人性化服

务特色， 让居民在遇到突发困难时， 身边有个呼得应的 ‘全

能管家’。”

就在今年国庆节前夕， “加装电梯徐虎工作室” 在西部

集团设立， 未来， 物业管理服务还将参与老公房电梯加装的

全过程。 这也可以视作徐虎模式在时代浪潮中的又一次创新

更迭。

明年就要年满 70 岁的徐虎， 依旧怀揣着劳模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为现代化的物业管理工作、 以及社区大小事务出

谋划策。

他说， 以普陀区为例， 有着 800 万平方

米的售后公房， 绝大多数都有加装电梯的需

求， 但实际操作中却有不少难题， 每家每户

的诉求都不一样， 需要协调和服务的空间还

有很多 ， “而这些 ， 正是新时代的 ‘徐虎 ’

们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

在徐虎看来，服务老公房加装电梯，作为

“国字号”的西部集团拥有先天优势。 他说，物

业公司与业主朝夕相处，与各街道、居委会联

络密切，对于工程管理也是行家里手，完全有

能力为那些需要加装电梯的老公房业主们提

供咨询、征询、建设管理、综合协调等服务。 据

悉， 新成立的徐虎工作室将发挥自身专业特

长，整合相关资源， 助推更多有成熟条件的老

公房早日一圆 “电梯梦”。

很早以前， 徐虎这个名字已不再只属于徐虎自己了。

今天， 走进徐虎退休前所在的西部集团史料陈列室内，

有近一半的奖状和荣誉是当年这位挂信箱服务居民的小伙子

在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拼来的。 而另一半嘉奖也属于 “徐

虎”， 是那些在徐虎精神的感召下见贤思齐的后辈们， 也先

后在岗位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

他们， 有个颇有代际感的名字： 小徐虎。

为了延续 “徐虎精神”， 西部集团先后培养了黄卫国、

王耀齐、 蒋德宽、 顾声龙、 冯宝荣等一批 “小徐虎”， 其中

七人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 并先后获全国绿化奖章、 市优秀

共产党员、 市三八红旗手等殊荣。 集团还成立了 “徐虎志愿

者服务总队”， 启动了一项首笔资金达 50 万元的徐虎奖励基

金， 用于激励员工奉献、 成长。

这些 “小徐虎” 们在物业服务领域各有建树。 比如， 黄

卫国， 现任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维修班班长， 西部集团

的 “首席蓝领”。 他技术精湛， 认真敬业， 善于攻克水电维

修中的各种疑难杂症。

市人大代表、 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水电工杨华峰是

黄卫国的徒弟， 算得上是徐虎的徒孙辈。 除了 “小徐虎” 称

号， 他还获评上海市首届 “最美物业人” 称号。 在他看来，

徐虎依然是行业内的 “不老传说”。 “小徐虎” 们也依然期

待、 珍视着老劳模的 “传经送宝”。

杨华峰说， 自己是听着徐虎的故事长大的。 他入行 16

年， 对于水电工的要求也从一把扎刀、 两卷白料， 转变为要

精通各类复杂特殊工具， 比如： 内窥镜、 红外成像仪、 听漏

仪、 速冻仪……这些装备， 整整齐齐地列在中心的库房里。

但杨华峰说， 实践中， 当年徐虎的很多经验依旧管用。 比

如， 当遇上塑料材质的水管时， 徐虎当年发明的那个特殊钩

子还是最好用、 不伤管道的疏通工具。

“我们服务中心的物业维修 ， 现在都是手机派单 ，

还开放 962121 的端口 ， 可以直接在 App 上接单 ， 形成闭

环……” 杨华峰和同事们负责的是整个普陀区的房屋应急

维修， 每次接单出活， 他都骑着单位配发的电瓶车， 无论寒

冬酷暑。

一旦遇上雨雪天等极端天气，电瓶不给力，只能不停地充

电。 “但无论如何，我们承诺居民的，就一定会做到。 这是我当

徒弟时，师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如今，杨华峰的团队承诺居

民，从派单开始起计时，两小时内必定到场。

如今，杨华峰也带上了“90 后”“00 后”徒弟，本以为这些

年轻人会拈轻怕重，没想到在实际出工时，居然也跟着师傅跳

下堵塞的臭沟渠开始疏通。 这让杨华峰大喜过望，“每一代人

都有每一代人的特质和使命，我们不该轻易贴标签，新时代的

‘徐虎精神’在他们身上或许会有更精彩的注解。”

图 1： 徐虎赴抚顺参加纪念雷锋同志的

活动。

图 2： 徐虎为徒弟挂出流动服务箱。

图 3： 徐虎与“老娘舅”剧组同演一台戏。

图 4： 2009 年 ， 徐虎当选 “时代领跑

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

图 5：徐虎正在接听“徐虎报修热线”。

图 6： 徐虎与应急中心员工交流工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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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虎的 “徒

孙 ” 杨 华 峰 说 ，

徐虎依然是行业

内 的 “ 不 老 传

说 ” ， “小徐虎 ”

们 也 依 然 期 待 、

珍视着老劳模的

“传经送宝”。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祝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