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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居变新房：“曾经的离开，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回来”

杨浦区通过原地拆除重建探索对居民生活空间的更新

还是同一个门牌号 ， 还是那个熟

悉的小区———武川路222弄。 时隔两年

重回 “故里 ”，居民李晓萌昨天收获了

一个不一样的 “新家 ”———走进小区 ，

曾经老旧的不成套房屋原址上 ， 簇新

的7层楼房拔地而起 ；踏进房门 ，敞亮

的独立厨卫取代了过去昏暗逼仄的合

用空间；虽然现在还只是毛坯房 ，对今

后的生活她已充满期待：“日子肯定会

越过越好！ ”

历时两年 ， 武川路222弄小区的7

幢不成套房屋原址上 ，通过原地拆除

重建 ，分别建起了3幢三层和2幢七层

的成套独用居民住宅 。 从昨天起 ，153

户居民将陆续领到新房钥匙 。

搬回老地方、住上新房子、再遇“金

乡邻”， 杨浦区通过原地拆除重建这一

充满“烟火气”的探索，不仅更新了居民

们的生活空间，也留住了邻里间攒下的

多年情谊。

重回“故里”，拥抱新居

整个武川路 222 弄小区，原有房屋

14 幢。 其中，7 幢为独立成套售后公房；

另外 7 幢为两层楼的砖木结构不成套

房屋，涉及居民 153 户。

今年70岁的李晓萌，在小区里住了

60多年，“当时家里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总共约25平方米，最多时挤了九口人。 ”

这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屋，外面

裹着石灰，里面木板包心。 楼里，同一层

楼面的人家合用厨房和卫生间； 楼外，

蛛网般的电线爬满墙上，各种私搭铁棚

层层叠叠，抬头只能看到窄窄的一抹蓝

天。 不仅配套设施落后，房屋安全也存在

隐患。 由于小区地势低洼， 每逢春夏大

雨，雨水都会漫过居民膝盖，几天不退。

不仅有积水，小区更遭遇过白蚁侵扰。

这些年，居民们都盼着改善居住条

件， 可是因为房屋类型属于职工住宅，

不在旧改范围内。 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环

境，并不是只有动拆迁。 2018年，杨浦区

在武川路222弄着手开启 “原地拆除重

建”改造计划，探索中心城区老小区升

级的另一种可能。 所谓“拆除重建”，就

是将老房拆除后原地重建新房，在此期

间，居民通过在外租房过渡等方式暂时

搬离，待房屋竣工后再回搬。 这一项目

于2018年1月3日正式启动居民征询，1月

21日完成全部153户居民的选房签约，刷

新了杨浦区同类项目的最快纪录。

关上房门，不能关上感情

在搬离 222 弄的这两年过渡期里，

居民卜爱珍一家在三门路附近租了一

间房。 两年里，她经常坐公交车回小区

看看，眼见新房一点一点建起来 ，心也

跟着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昨天，走进222弄25号，卜爱珍乘电梯

走进五楼的新居。 从亮堂的卧室走进厨

房、再到卫生间，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把

房间打量了好几遍。 “以前黄梅天在公用

厨房炒菜， 房顶的石灰经常扑簌簌地掉

进锅里， 这样的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了。 ”站在阳台，她盘算起装修：“房间可

以搞得简单些，但厨房一定要好好装。 ”

昨天来现场办手续 、领钥匙 ，再度

碰面的老邻居们眼里都透着喜悦。 说实

话，数十年“挤”在一起生活，大家的感

受是复杂的。 房间太小，自行车、脸盆、

纸板箱等只能往门外堆，磕磕碰碰在所

难免。 但更多的时候，谁家炒了个好菜，

大家会一起分享；碰到急难事儿 ，也会

帮忙出主意想办法；在锅碗瓢盆的日常

生活中， 笑声与快乐在楼道里传递，情

谊也在时光里悄悄沉淀。 这次能够住上

新房子，再遇老邻居，大家都说：“房门

虽然关上了，但感情不能关上！ ”

令居民们高兴的是， 此次原地重建

过程中， 还专门预留了社区公建配套用

房， 一个新的社区睦邻中心将在小区里

落成。 好消息还在后面，接下来，小区内

剩余的7幢成套房屋也将进行美丽家园

改造，小区的整体环境也将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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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上海，正式迈入“考试季”。 马不

停蹄忙着疫情防控的“小巷总理”们又为自

己加了一档活儿———“面试官”。昨天下午，

位于曹杨路上的普陀区业余大学内， 社区

工作者专项招聘面试正在进行。 前来接受

面试的，是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而部分面

试官则是人们熟悉又亲切的“小巷总理”。

在沪上大大小小的街镇、居民区内，遍

布着近5.2万社区工作者。 他们的平均年龄

为39周岁， 其中38.2%是党员。 从垃圾分

类、河道整治到疫情防控，城市里每一桩关

系民生的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不久前， 上海启动面向本市应届高校

毕业生的社区工作者专项招聘计划， 定向

招录约1000名毕业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今年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尤其热门， 一下子

吸引了5494名毕业生踊跃报名。更让“小巷

总理”们欣喜的是，这些报名者不乏来自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高

校。这些应聘者既拥有扎实的学识基础，也

具备较好的个人综合素养， 将成为本市社

区工作又一支“生力军”。

“没想到年轻学生们对社
区工作这么有热情！ ”

“这次面试比我预想得好多了，没想到

年轻学生们对社区工作这么有热情！ ” 扎

根社区二十余年的颐华第一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朱莉婷是一名社区工作“老法师”。 让

她欣慰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对社区工作者

的误解正渐渐消除。 年轻大学生关于社区

工作的“知识库”更丰富、更全面，也让她有

了被理解的感觉。

以往， 刚毕业大学生将社区工作作为

“第一职业”的十分少见。 反倒是一些在外

企、民企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在了解了

社区工作性质后，会选择转换职业跑道、投

身社区工作。

作为面试官的朱莉婷十分谨慎， 她希

望能选到真正对社区工作了解并热爱的

“年轻血液”。 在她看来，社区工作每天要与

琐碎复杂的小事打交道，尤其需要大学生们

有热情、有耐心，还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

在面试过程中， 朱莉婷成了最让考生

们头疼的面试官之一。 因为她尤其喜欢随

机提问，根据每位考生不同的背景、性格，

朱莉婷总会抛出一些极具针对性的问题。

“我是想通过这些问题考察一下考生们的临场反应，也能引

导他们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 在面试了几位考生以

后，朱莉婷十分满意。 她告诉记者，大学生们对社区工作的

认知度正渐渐提升，其中有不少人都“有备而来”，回答问题

也大多有思考、有深度。

社区工作者也需要专业“知识储备”

一出考场， 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侯悦长

舒了一口气。十分看重此次面试的她，觉得一开始有一个问

题没有回答好。 但好在熟悉考场环境后，她渐入佳境，对考

官们的问题也都能对答如流。

在连续的秋招、春招中，侯悦都没有投递更热门的外企、

民企，而是一门心思奔着社区工作而来。 选择社区工作是否

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学习多年的专业知识？ 侯悦并不这么

看。 在专项招聘中，她应聘的部门是普陀区真如镇企业服务

中心。这份面向企业的工作，尤其需要具备“技术本领”。她对

商业环境、政策法条的“知识储备”刚好可以匹配岗位需要。

普陀区民政局副局长李韵皎告诉记者， 专业人才的匮

乏一直是街镇、社区面临的一大难题。 如今的社区工作，技

术含量更高、专业能力需求度更高。 以企业服务中心为例，

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服务中心尤其需要一些懂金融、经济

的工作人员去与企业更好地沟通。

吸纳更多年轻的专业人才充实到街镇、居民区，已成为

当下社区工作的大势所趋。 为了让年轻大学生尽快适应社

区工作节奏，普陀区民政局还制定了一揽子培训方案。在确

认录取后，应届毕业生还有机会“二次转岗”。结合个人性格

特点和用人单位建议，毕业生们会被分配至企业服务中心、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和居民区等不同岗位。 工作表现突出的

大学生还将被纳入“储备人才库”，有机会转至事业单位、公

务员等岗位。

上海垃圾分类“新时尚”如何变得可触可感
从源头分类投放到中端转运再到末端分类处置，本报记者实地跟踪垃圾分类全流程

去年7月，上海出台“史上最严”的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 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的城市。 一年节点将至，上海交出

了怎样的答卷？根据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发布

的数据 ， 截至 6月中旬 ， 湿垃圾分出量

9632.13吨/日，同比增长38.52%；干垃圾处置

量1.55万吨/日，同比下降19.75%；可回收物

回收量6813.69吨/日， 同比增长71.09%；有

害垃圾分出量3.3吨/日，同比增长11.2倍。

嵌在一年成绩单中的数字看似笼统，

但当它们变作2000多万居民手中的垃圾

袋、1.3万多个居住区里的四分类桶、2.1余

万个分类投放点时，“新时尚” 即刻变得可

触可感。在上海，孕育这股潮流的“土壤”就

是从源头分类投放到中端转运， 再到末端

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配套设施体系。 本报

记者昨天实地跟踪垃圾分类的全流程。

源 头
一个智能垃圾箱房的

“七十二变”

“新时尚”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健全且便捷的配套设施。 在垃

圾分类的源头环节，上海在“软件”上不断

进行更富创造性的探索实践。

投放垃圾麻烦吗？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

给徐家汇花园小区的居民， 他们一定会异

口同声地说“不”。 在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郑

刚看来， 智能垃圾箱房成为提高居民参与

度的利器。 “投放的便利多一分，大家正确

投放的积极性就会高一分， 才会让垃圾分

类的实效离百姓更近”。

这一年来，由机关干部、居委会党支部

书记担任的“库长”常常在箱房门口转悠，

以居民诉求为先，垃圾箱房经历了“七十二

变”，变得更智能化，也更人性化。“库长”发

现居民们一般是拎两袋垃圾， 扔完干的扔

湿的，由此调整了垃圾箱排列次序，将两组

干湿垃圾桶放在相邻位置。梅雨来临，箱房

立刻“长”出雨棚。疫情期间，居民提议要减

少间接触碰，感应水龙头立马安上。不仅如

此，箱房的字体大小、射灯的位置都经过多

次调整，让老年人看得更清楚。

盘点一年“成绩单”，郑刚预想的都如

愿实现了。一年来，小区干垃圾量从每天37

桶降到24桶，湿垃圾量从每天2桶提高到10

桶。这一增一减，说明原本混在干垃圾里的

湿垃圾被挑了出来，正确投进了湿垃圾桶，

分类精度在提高。这组数据的背后，是1208

户居民的全力参与， 参与率从10%提高到

99%以上，投放准确率从5%增至98%以上。

中 端
“鸟枪换炮”封堵“跑冒滴漏”

徐家汇街道范围内18条道路、58家沿

街商铺实现上门收运全覆盖。 这本是件好

事，但如果清运车不给力，就会让“新时尚”

大打折扣， 最简单的方法是替换掉那些老

旧的运输车辆。

去年7月，上海日旭环境保洁服务有限

公司徐家汇作业队“鸟枪换炮”，增加了圆

桶式餐厨垃圾收运车，并将原先的3吨湿垃

圾后压收运车辆更新为新款湿垃圾车，污

水箱容量大，不易跑冒滴漏。 最关键的是，

车内设有密闭空间， 可以把挤压后的湿垃

圾和污水“锁”在车内，车上加装的显示屏

还能即时显示垃圾重量。

在队长助理何俊的手机上，“上海分类质

量在线”App能监控到所有点位的数据。 收运

人员一旦发现不合格点位， 拍照取证上报班

组，由班组长审核后上报平台。随后，街道、物

业、城管、绿化市容等多个部门联动并推送不

合格报告， 小区连续7次、 单位连续3次不合

格，环卫就会开具拒绝清运告知书，并对其停

运。 去年7月，通过这款App，相关方面共上报

质量不合格点位67个， 联合监管让不达标点

位下降到如今的个位数。

末 端
“水蓝宝盒”为末端处置“增能”

全程分类的最后一关是末端处置，上海依

旧不松懈。 分好类的垃圾最终会经历怎样的

旅程？ 这是很多市民并不知道的后续。 有“水

蓝宝盒” 之称的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

为城市固废的科学治理与循环利用作出了最

新注解———每天数千吨垃圾在烈焰中转化为绿

色清洁的电能， 炉渣变身为砖、 水泥等建筑材

料，最终垃圾体积减为最初的零头，变成飞灰填

埋。 全年这里可处理生活垃圾200万吨。

走进厂区， 老港二期大楼的外观十分现

代化， 内部的样子也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

垃圾焚烧厂的想象， 没有漫天浓烟、 扑鼻臭

味、脏乱场景，倒是像进了一个“智慧工厂”。

透过玻璃窗， 可以看到中央控制室内的工作

人员，正井然有序地指挥调度。

城市里的生活垃圾，最终的归宿主要有

以下几种：焚烧、堆肥、填埋。 相比其他两种

方式 ，垃圾焚烧不仅节约土地 ，而且能提高

资源利用率 。 老港二期对此做出了最好诠

释，每吨生活垃圾发电量可达600千瓦时，比

一期高25%。

做好垃圾分类，事关终端处理的成效；而

终端处理的程度， 又直接体现垃圾分类的成

果。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总经理朱四六对

此深有感触，他说，垃圾分类后，干垃圾热值

大幅提高，每吨垃圾的发电量增加；由于垃圾

性质变化和焚烧过程更稳定、彻底，减少了二

恶英和重金属的产生量、排放量；垃圾含水率

降低，渗滤液产生量减少，可以减轻污水处理

负荷，对于整体污染控制非常有利；干垃圾分

离出来投入焚烧后， 可尽早实现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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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制发新版社保卡1472万余张
推进新版社保卡“好办、快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集身份凭证、就医结算、现金存取、消费

等社会保障和金融应用功能于一身的上海新

版社保卡已进入集中换发倒计时。 按照市政

府相关工作安排， 上海新版社会保障卡集中

换发工作将于今年底结束， 老版上海社保卡

也将于今年12月31日停止使用。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版社保卡集中换发

“每月一访”活动获悉，对标2020年底前本市

户籍人员全覆盖、 非本市户籍参保人员基本

覆盖两大换发目标， 自2018年启动新版社保

卡集中换发工作以来， 截至今年6月21日，上

海全市已制发新版社保卡1472万余张； 老版

社保卡持有人中已换发1042万余人。

与此同时，为推进社保卡“好办、快办”服

务，市社保卡中心本着“让信息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理念， 进一步拓展了社保卡办理渠

道，形成“网上办、银行办、社区办”多渠道的

办理途径，为市民提供多样化选择。

多渠道办理， 线下不到10分
钟完成换卡开通“一条龙”服务

核实信息、现场换发制卡、当场开通……

昨天， 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 多位市民现场拿到了新版社保卡并完成

开通“一条龙”服务，全过程仅不到10分钟，让

不少中老年人直呼方便。

上海市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主任朱亮介

绍，目前在全市310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全业

务办理的基础上， 增加了11家服务银行3000

多个申领受理网点、推出了505个即时制卡和

补换卡网点。对习惯线下办理的市民，可到银

行、社区受理网点办理，即时申领、即时制卡、

即时补换，实现了“只跑一次、立等可取”。

线上 ，依托 “一网通办 ”推进 “不见面服

务”，已实现社保卡线上申领、开通、查询、挂

失、解挂等全业务办理“零跑动”，市民可以通

过随申办、上海社保卡支付宝生活号、微信公

众号或App、 市民信息服务网以及11家服务

银行网上平台提交信息， 社保卡制作完成后

通过邮政快递到家，实现“足不出户卡到家”。

有特殊情况的老年人可由家人代办

目前，新版社保卡换发工作总体平稳、有

序，但数据显示，老版社保卡持卡者还有210

万余人未换领新版社保卡， 其中年龄在60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仍有50万余人。另外，在已拿

到新版社保卡的1472万余人中，还有近500万

的持卡人尚未开通新版社保卡。

“为避免出现年底扎堆办卡的不便，同时

考虑到老年人是持社保卡看病就医的高频人

群，建议老年人尽快、尽早办理换发和开通手

续。”朱亮介绍，新版社保卡需开通才能使用，

持卡人拿到卡后应尽快开通对应功能。 市民

可到相应服务银行网点， 在开通金融功能的

同时同步开通社保功能； 也可以通过网上服

务平台、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仅开通社保功能。

为方便有特殊情况的老年人办理新版

社保卡 ，上海已推出代办服务 ，可由家人携

代办人和老年人身份证、 老年人书面委托书

到服务银行网点或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

摄影：邢千里
制图：冯晓瑜

看到自己的新居就在眼前， 回搬居民卜阿婆带着外孙女看房， 喜不自禁。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邵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