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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里旧改征收：以“心”换“新”回应群众期待
以新时代旧改征收的生动实践，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放大民生获得感，凝练宝兴里

旧改群众工作“十法”，诠释“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宝兴里所属金陵东路北侧旧改项目征收圆满结束，实现居民100%自主签约、100%自主搬迁，
以354天“零执行”成绩,创造了全市大体量旧改项目当年启动、当年收尾、当年交地的新纪录———

1 ? 16 日，上海的天气在经历了一个短暂

的升温后，又急速转为冷冻模式。

一早 7 点， 家住松江区泗泾镇的周永健和

周祥金两位七旬老人，戴上毛线帽和手套，分别

从各自家中早早出发，先坐半小时公交，后换乘

两条地铁线路，赶往市中心。

城的那头，家住奉贤区的彭红根、张秀凤老

两口也收拾妥当，穿上新买的羽绒服，从南奉公

路附近的新家出发，辗转着前往人民广场区域。

家住闵行区浦江镇的李萍华， 特地挑了一

件亮黄色外套，内衬彩色丝巾，一路坐着地铁、

刷着手机就来了……

他们的目的地相同，金陵东路 381 号，宝兴

居委会临时办公地。而马路对面，正是他们曾经

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宝兴里。

仅仅 20 多天前，随着最后一户居民完成搬

离， 宝兴里所属的金陵东路北侧旧改项目征收

圆满收官。 天再冷，路再远，都挡不住这个“家

园”的温暖召唤。 宝兴里，这个千余户居民曾经

的家园，其物理空间渐渐淡出历史，居民心里的

家园却依旧存在。尽管它曾经狭窄逼仄、烦闷拥

挤， 但一场始终存在温度、 公平公正的旧改征

收，却放大了人们对这里的依恋和念想，在每个

人心里筑起了难以抹去的联结。

有居民每周都要回来，在四周兜兜看看，相

约老邻居在熟悉的茶馆喝上一口茶； 居民区原

有的各种微信群始终活跃在线，党支部活动群、

志愿者服务群、社区活动群……“只要金陵东路

300 弄有需要，大家肯定一呼百应”。

旧改征收，征的是房，收的是心。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超大城市中这场

圆满结束的旧改征收 ， 无疑创下了一项传

奇———宝兴里及其所属的金陵东路北侧旧改项

目，这片居住密度极高的旧式里弄，实现了居民

100%自主签约 、100%自主搬迁 ，以 354 天 “零

执行”成绩，创造了全市大体量旧改项目当年启

动、当年收尾、当年交地的新纪录，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生一例上访。

宝兴里， 曾因诞生了上海首个居民自治组

织而被写入历史。 如今，因为这场旧改征收，就

此留在了更多人的心里。

纠 结

67 岁的吉凤宝，本分老实，遇事也不喜争

吵。可“旧改来了”这一消息令她一宿没睡着，纠

结了。

因为， 她家的住房条件在小区里算是可以

的，四楼中的第三层，朝南，独立卫浴，楼道里还

有水磨石地板。住得还算舒服，也住习惯了。“但

既然要旧改，那就配合吧”。 房屋评估价公示那

天， 她拾掇齐整前去看榜， 而评估价数字恰似

“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怎么比硬条件更差

的二楼价格还低！ 经询，原来根据相关部门“内

卡”（内部原始登记资料）信息显示，这整幢房子

的四楼是后期加盖的，未登记在册，因此三楼只

能按照顶楼进行估价。

“几十年前搬进来时就有四层，历史问题怎

么算账在我头上？！”好脾性的吉凤宝，一下子恼

了，“观望一下再说吧”。

旧改没来盼旧改，旧改来了又怕旧改。

时间回拨至 2020 年初，这一句几乎道尽了

旧改征收中每一方的真切心理状态。

居民们纠结， 既迫切希望借由旧改改善生

活， 但也意味着要直面小家内外各种隐藏的矛

盾，要与手足、亲属进行涉及利益的纠葛。

经办人员纠结，有居民家庭矛盾繁多，清官

难断；有居民依恋老宅，割舍不下；有居民对征

收政策不解，费尽口舌。征收队伍中的 80 后、90

后怎么和居民对得上话、进得了门，让居民点得

了头。

居民区书记也纠结， 既要配合组织征收工

作， 又要站在居民立场帮忙解决问题、 争取利

益，二者如何平衡？ “每一平方米都是‘真金白

银’，这种时候怎么让居民 ‘不要计较 ，轻易放

弃’？ 怎么讲好‘舍小家为大家’？ 担心语言苍白

无力。 ”

70 多岁的周祥金，生在宝兴里，长在宝兴

里，一刻都没离开。 他面前的困顿：自家一间搭

建出的小房间，到底该怎么算？ “这间房是新中

国成立前就搭好的，已使用了 70 多年，是我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仔细研究了征收协议文

本的每个字， 还是寻不到答案：“我知道很多违

法搭建不作数，但只是想要个明确的说法，我这

类情况到底认不认？ ”

坐在自家的客堂间， 黄祖菁接到了征收经

办人员打来的电话，询问其签约意向，在这个里

弄，她的表率和动作很重要，因为，她是宝兴里

首任居委会主任单粲宝的女儿。彼时，引导居民

进行各类自治时， 单粲宝主动贡献出自家这间

客堂间作为居委会的会议室和工作室。 黄祖菁

纠结了，她或将失去的，不仅是生养她的祖宅，

更是母亲当年辛劳工作的点滴印迹，“如果是姆

妈，她会怎样做？ ”

二轮征询签字首日， 对社区工作向来热心

的居民党员周永健，未能如约出现带头签字。原

来，周家四兄弟，除大哥外，剩下三兄弟户口都

在宝兴里。长兄是家里说一不二的那个人，兄弟

几个始终无法就内部分配达成一致。 老周急在

心里： 一场旧改可能会毁了血缘亲情，“这是多

少钱都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

生于 1987 年的贺文斌，宝兴里征收经办人

之一。 初次面对阿姨爷叔狂飙上海话发牢骚的

场面，面对征收对象拒绝其上门的情况，他有点

不知所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怎么既讲旧改征

收政策的“普通话”，又讲居民容易听、听得进的

“上海话”；既算好居民家庭的经济账，也帮他们

算好亲情账、人情账……

破 局

“爹爹，姆妈：老房子要拆了，今朝我约请兄

弟四人来此向你们和老房子告别。 我希望在你

们的护佑和监督下，能得到亲情的回归，道德的

回归，兄弟情分的回归，家风家训的回归。 兄弟

们能在和睦友善的气氛中达成共同的决定，实

现共同的满意……爹爹，姆妈，请护佑我们兄弟

情义长存， 在安稳的晚年生活中共享祖辈留给

我们的福泽，让各自的家庭平安幸福。 ”

窗外，二轮征询签约牌上的数字不断攀升，

屋内，周永健站在父母遗像面前，手捧一封自己

连夜写就的家书，当着亲兄弟们的面，一字一句

深情诵读。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我这几个月

来最想说的话，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实事

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 ”

情真意切的家书读罢， 本已争执许久的兄

弟几个湿了眼眶，坐到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当

场达成一致。也就在这一天中午，老周急匆匆赶

来征收所，郑重签字。

在众多纠结与困顿面前，要推动旧改征收，

就意味着得率先破局。

这当中， 居民的自我觉悟是一方面， 也要

靠广大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站得出、 叫得响、

发动得， 更重要的， 需要一种机制的保障———

将工作和服务做得靠前些 ， 再靠前些 ； 细一

点， 再细一点。

首轮征询通过，大家都愿意旧改，但几乎每

家每户也都有棘手的实际困难。 面对一茬一茬

前来求助的居民，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做

了一张表格， 谁家有什么难题就填一行， 这张

“问题清单”一天比一天长，但居民区干部、征收

所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打回票”。

最大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房子。

彼时，新冠肺炎疫情耽误了不少居民后续找

房的进程。72岁的孙静霞尤为着急，旧改启动，意

味着迟早要搬， 还在读小学的外孙女需要尽快

在附近落定，安顿居所。但老两口年事已高，在

市场上选房看房，是桩折腾不起的费劲事。

“孙阿姨！ 有房子！ 快去看！ ”一天中午，正

做午饭的孙静霞听到喊声。话音刚落，气喘吁吁

的徐丽华就出现在她面前。 孙静霞立刻关了煤

气灶，跟着徐书记下楼。

徐丽华利用休息时间在附近“淘”来的这套

好房子，孙静霞一眼相中，连午饭都没顾上吃，

俩人当即一个往返，匆忙前去下定。 “这个问题

解决了，其他一切都好说。 ”

“吉阿姨，您是党员，我也是党员，我们的距

离应该更近些。 ”

因为感觉在评估价上吃了亏， 吉凤宝生着

闷气。 但征收经办人贺文斌上门说的这第一句

话，令她牢记至今。

“这说明他们上门前仔细了解过我家基本

情况，这份工作态度，我认可。 ”

此后， 贺文斌尽心尽力地对吉凤宝家的房

屋面积和装修情况进行反复评估测量， 耐心地

讲解政策和实际情况，结论是：房屋此前的估价

符合规定，硬杠杠不能突破。

没想到， 对于这个结果， 吉阿姨这回释然

了， 也接受了，“他们的辛苦和真诚， 我看在眼

里，已经尽力了，不成功也没有办法。 ”

“只要多换位思考，真心帮忙，在不突破政策

边界的情况下，创新工作方法，为居民争取利益，

不论结局如何，都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可。 ”年

轻的征收经办人员们在实践中琢磨出了道道。

圆 满

2020 年 3 月，吉凤宝等第一批居民搬离宝

兴里。当天一早，每家每户的对口经办人纷纷走

进里弄，帮忙清点物品，打包搬运，做最后的检

查，从家门口一路相送至马路口。

坐上搬场车， 隔着车窗挥别老宅和左邻右

舍，吉凤宝觉得脸庞热热的，一摸才发觉自己正

不自觉地淌泪：“旧改征收做到这份上， 根本不

是以钱动人，而是以心动人。 ”

就在二轮征询前夕， 徐丽华和征收所征收

经办人员惊喜地发现， 兼顾人性化与公平公正

的工作法，成功让那张原本“日长一寸”的问题清

单归零了。

旧改征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再难也要想办

法解决。

宝兴里旧改中有一条心理准绳： 把旧里群众

当亲人。

有一条根本工作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

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结合实践，管用好用的十条方

法也逐渐凝练而成。

一线工作法。 强调干部到一线下沉、问题在一

线发现、资源在一线集结、工作在一线推进。从黄浦

区委到?道、居民区，构建起“项目党建联席会议+

临时党支部”的组织架构，下设多个专项小组，灵活

机动相互借力，快速破解过程中的难点。 一级带一

级，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精准排摸法。旧改启动前，逐一排查全面摸底，

整合所有住户信息，并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等

大数据分析，为精准对话和服务提供了基础。

党员带动法。党员们现身说法，上门做工作时

甚至直接摊开自家的评估报告：“看， 我们家评估

还不如你”“人要走正路才能享公平” ……让居民

觉得服气。

危中寻机法。旧改遇上疫情影响，居委会干部

及经办人员在一线帮居民搬运东西、照顾起居，甚

至帮忙跟房东谈租金，把疫情影响期变成了“增进

民心期”。

平等交流法。一线干部们这样感慨：群众都是

好群众，他们不仅是旧改受益者，也是城市更新的

贡献者，必须平等以待。

钉钉子法。基层干部采取难与易统筹推进，厚

着脸皮贴上去。 有一户居民轮换干部七八名共上

门近百次，最后居民笑出来：“我看不是我难缠，你

们比我还难缠。 ”

还有循序渐进法、换位思考法、组合拳法、经

常联系法等。 居民区党总支及时推出 “分手不撒

手，联系不断档，服务不打烊”的机制，对搬离的居

民也时时关心、处处挂怀。 每逢节假日，总有居民

从四面八方赶回来，重叙故土温情。

周祥金买在松江区泗泾镇的房子装修

得差不多了 ， 他亲手将一块特殊的门

牌———“金陵东路三○○弄 7 号”钉在

了新家的天井墙上，“这下家终于完

整了”。

这块门牌， 是周祥金从宝兴

里搬走那天“偷偷摸摸”从老家门

口“撬”下来的。 一众老邻居看见

后，有的打趣说：“这以后就是泗

泾宝兴里了”； 有的眼含热泪：

“以后宝兴里老房子若拆了，我

们认准这块门牌就能找到家”。

一早 ， 近十位居民从四面

八方回到金陵东路宝兴居委会临

时办公地小聚。 房间里顿时热腾

起来。

许久没见的?坊邻居们互相端

详，纷纷打趣 ：“‘喳喳婆 ’侬好像胖了

一点。 ”李萍华高兴地回应：“当然了，我

现在日子不要太舒服， 新房子里每天太

阳从早照到晚。 ”

这么在乎阳光是有道理的。

过去住在宝兴里，李萍华始终胖不起来，因为

居住条件着实糟糕。 一家三口挤在一楼靠北的小

房间，常年没有日照，人和衣物需要晒太阳，必须

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搬椅子到

弄堂里抢位子。老房子也经不起一点碰撞，一次楼

上有东西掉地板上，震得一楼房顶石灰簌簌飘落，

正好撒在她刚烧好的一锅红烧肉里……这样的日

子让人心烦，李萍华见人就抱怨，由此得了个“喳

喳婆”的外号。

此次旧改征收，她早早签了字，很快在浦江镇

买入一套百平方米的商品房，南北通透，老两口和

女儿都有了独立房间，最重要的，一整天都有阳光

变换着角度洒在家里。 她开心地描述着自己的新

生活：“出门买小菜，做头发，按摩，看电影，回家前

再去吃一顿烧烤。 ”

“幸福肥”的李萍华说自己选新房子的标准是

“离甜酸苦辣最近”， 而吉凤宝则依旧留恋老房子

的烟火气，她特意选了一处位于汉口路的老房子，

依旧使用公共厨房，“每天和隔壁邻居有互动，总

能让我回想起还在宝兴里的日子”。

彭红根、张秀凤夫妻搬到了奉贤区，日子的舒

适度远远超出了他们预期。 彭红根激动地说：“旧

改旧改，人的观念也要改。 过去，我们总纠结宝兴

里离南京东路近，离人民广场近，离外滩近，但我

想了想，住进这里 30 年，真正特意去逛南京路不

超过五回，逛外滩不超过三次。 现在尽管远了，但

新房子透亮、全装修，物业管理到位，小区里处处

都是桂花树，空气好风景好。 ”

彭红根听力受损， 很依赖周围的医疗养老配

置。张秀凤说一点也不担心：出了小区即是社区食

堂，第六人民医院分部就在附近，超市步行可达。

到市中心就是公交加地铁，“我们老年人反正不赶

时间，慢慢来，一点也不着急”。

?坊邻居们从宝兴里搬出，散落在四处，开始

了各自有滋有味的新生活。

而党建引领旧改征收的“宝兴样板”也“开枝

散叶”，后续推动着余庆里地块、金陵东路 203 ?

坊旧改顺利加速进行。未来，这片土地也将迎来自

己的新生，承载起更美好的都市生活、更丰富的发

展功能，回应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和万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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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历史，更永驻心间
宝兴里的感动， 永远伴着时间在流淌。

2020 年春，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在党建引领下，

这里疫情防控和旧改征收始终同步有序推进； 夏天， 宝兴里板块千
余户居民全部完成搬迁， 创造了大体量旧改项目居民签约和搬离完
成时间的新纪录， 不少老邻居临走时不禁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去
年国庆节， 搬离的党员群众不约而同地纷纷回来相聚， 主动作为志
愿者助力临近地块推进旧改， 鼓励街坊邻里早日签约； 昨天， 我们
再度来到这片人去楼空的里弄， 正遇上很多老居民赶回来参加居民
区 “两委” 换届工作， 顺便走街串巷， 看看老宅拍拍照……

宝兴里旧改， 其意义远不只是数字、 新纪录带来的振奋。

各方按照市委书记李强的指示精神， 始终怀着 “把旧里群众当
亲人” 的深厚感情， 结合旧改做深做细群众工作。 以这场新时代旧
改征收的生动实践， 放大民生获得感， 传神地诠释了 “人民城市人
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

新时代群众工作， 各家各法、 没有定法、 贵在得法———其间，

宝兴里旧改群众工作 “十法” 的凝练而成， 更说明了只要始终坚持、

强化党建引领， 突出用心用情、 倾心倾力、 务实创新， 就能把群众
路线走实走好， 把中国共产党为民服务的初心、 宗旨落实下去， 更
好地实现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1949 年 12 月， 宝兴里居民在党的引领下， 通过一批积极分
子把居民群众组织起来， 建立了上海首个居民自治组织———宝兴里
居民福利委员会。 文汇报以 《从一个弄堂看一个社会———宝兴里换
了新面貌》 为题作独家报道， 在全社会产生积极反响。

今天， 我们不断走进宝兴里， 深入一线采写报道宝兴里旧改， 以
这样一种践行 “四力” 的方式致敬同业前辈， 更以此激励自己、 鼓舞
全社会， 不断发扬宝兴里这片热土上所蕴藏着的宝贵精神———不断攻
坚克难、 与群众同心同向， 在新征程上不断劈波斩浪， 奋勇登攀。

新 生

荩文汇

报 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刊发 《从

一个弄堂看

一 个 社

会———宝兴

里换了新面

貌》。

（本报
资料图片）

①宝 兴 里 逼 仄 的

通道 。

②搬离的老居民们

赶来相聚， 回忆在宝兴

里居住的点点滴滴。

③在宝兴里旧改地

块，各方合力通过“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打开了群

众的心结， 走进了群众的

内心。

荨搬离的

老居民拍照

留念。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