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热切期盼十余年 百年颛桥老街迎新生
———上海上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助力旧改

百年老街酝酿启动旧改

早在 2002年前后， 颛桥镇老街地块改
造就已经开始酝酿启动，很多居民一直在期
待改善居住的条件。

年过十余载， 颛桥老街仍然剩余三期
地块，占地面积 238 亩，常住人口 6000 余
人，涉及居住房屋 1573 证（户），成为颛桥
镇老街地块改造中难啃的“硬骨头”。 踏入
颛桥老街剩余地块，危旧房屋随处可见，外
立面“掉墙皮、漏红砖”比比皆是，更为恶劣
是内部居住环境，空间狭小，房屋破败，甚
至连遮风避雨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居住“幸
福感”几乎为零，居民要求老街改造的愿望
也十分迫切。

2018年上半年， 应百姓改善居住的强
烈呼声及城市更新的时代需求，颛桥老街三
期改造征收方案正式通过。第一轮意愿征询
于 2019年 3? 21日正式启动，短短十日内

同意率便高达 98.85%， 居民对旧改的需求
强烈程度显而易见。

上睿公司倾心助力旧改

2019年 7?始， 上海上睿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同上估所共同承担颛桥
老街剩余地块旧改项目的评估工作。上海上
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是经上海市主管部
门批准的土地估价、 房地产估价专业机构，

取得了国家房地产估价机构一级备案资质
及土地估价全国范围备案资质。

作为当时闵行区单体最大的旧区改造
项目，地块内房屋类型复杂多样，农村宅基
地、国有土地商品房、直管公房等不同性质
房屋互相混杂，也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上睿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勇担重任，在总经理金
琦的带领下，以专业的素养、认真负责的态
度、真诚服务的理念，克服种种困难，有条不
紊的开展评估工作，获得了委托方和相关各
方的一致好评，为颛桥老街剩余地块旧改项
目的圆满完成贡献了一份力量。

根据规划， 这片百年老街未来将升级为
产城融合的生态居住区，建成集居住社区、商

业街区、公园绿地、教育资源为一体的高品质
城市功能区，成为承载城市能级提升、支持颛
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文/?璐娇）

2020年 11? 17日， 是颛桥老街剩余地块旧区改造项目具有见证意义的时

刻———旧改签约率正式达到 100%！经历了十余年的风雨沧桑，在百姓的热切期盼和

各方努力下，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颛桥老街终于将迎来“蝶变”新生。

左图为颛桥老街改建前，上图为颛桥老街改建后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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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家喻户晓的“林妹妹”，
更是亲赴战火前线的共产党员

她是经典越剧 《红楼梦》 里家喻户晓的

“林妹妹”、 是旦角艺术 “王派” 的创始人、

是几代越剧人心中的 “女神 ”； 与此同时 ，

她也是一名有着 64 年党龄的老党员， 曾冒

着炮火亲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将中国传统

艺术带给了在一线保家卫国的志愿军。 她就

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今年王文娟已经 95 岁高龄， 党员这一

身份可以说陪伴她走过了大半辈子， 但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八个字始终萦绕在她

心头。 迎来解放了劳苦大众的新中国， 雄赳

赳跨过鸭绿江送戏到前线， 带头改革、 振兴

越剧让古老戏曲不断创新、 代代相传……王

文娟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

者、 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如何把艺术人生与

家国命运、 与时代责任紧紧相连。

轰炸机就在头顶盘旋，
“我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
的演出真有意义”

“高楼无法一日盖起， 信念也并非一蹴

而就”， 王文娟坦言， 她的初心是慢慢形成

的。 她永远难以忘怀上海解放那天清晨， 亲

眼看到解放军露宿街头的情景， 心中受到极

大的触动： “这是人民的军队， 我向往成为

他们的一分子。” 起初， 她唱戏只为赚钱养

家， 新中国成立后， “强烈的翻身感” 让王

文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人

民文艺为人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抗美援朝二等功奖章、 朝鲜三

级国旗勋章———静静躺在客厅柜子里的三枚

金灿灿、 沉甸甸的奖章， 记载着王文娟深入

前线长达八个?的 “烽火连天” 岁?。 1952

年 ， 王文娟参加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

团 。 1953 年 4 ? ， 她跟随大部队前往一线

慰问那群 “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志愿

军。 想起跨过鸭绿江的那天 ， 王文娟仍历

历在目 ： “一到鸭绿江边 ， 天还没有完全

暗 ， 就看到一架敌机要扔炸弹 。 通过一座

铁桥进入朝鲜后， 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一点声音 ， 看不到一个人 ， 只听到我

们车子的车轮声 ， 两边只看到房子一样大

的炸弹坑。”

面对如此紧张的战争局势， 王文娟心中

却没有太多恐惧和害怕， 而是被满满的自豪

感占据：“当时‘死亡’显得非常淡薄，志愿军

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他们每天

都在生死线上徘徊， 我们做人就是要做这样

伟大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把戏演好，能为这样

的人演戏，为这样的人去服务，非常光荣。 ”

当时， 文工团带着 《梁山伯与祝英台 》

和 《西厢记》 两出戏前去慰问， 四辆卡车满

载着道具与布景， 而到了演出时， 翻下了边

的卡车便成了戏台， 志愿军坐在泥地上聚精

会神地看戏。 演着演着， 敌机开始在上方盘

旋， “那时听声音就能分辨出上面的炸弹有

没有扔掉。” 有时， 志愿军要通过封锁线才

能看到演出， 常常第一场戏刚演完， 新一批

志愿军到了。 “团长说， 志愿军通过封锁线

来看戏，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没头的戏， 我们

一定要从第一场开始演。” 就这样， 一出戏

常常会反复演两到三次。

“看完戏后不少志愿军战士都写下热血沸

腾的文字———‘这样美好古典的戏、 那么精彩

的演出，更激励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当时我

就想，我们的演出真有意义。 ”王文娟表示。

就这样 ， 王文娟在朝鲜度过了八个?

的时光 ， 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 朝鲜

-40?的天气里， 她们要敲开冰块化水洗衣

服 ， 寒冷彻骨 。 “难过吗 ？” “肯定

的 ， 但和战士们相比又算得了什

么？” 同去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唐?

英如此回忆 ， “几十年以来 ，

在王文娟老师身上没有看见

过一个著名演员的架子， 下

部队了就和战士们打成一

片 ， 在院团里和舞台组 、

乐队班打成一片， 她就是

这样一个好老师 ， 一个

好的艺术家。”

1957 年 8 ?， 王文娟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宣誓

始终跟着党走 。 从传统经典戏 《红楼

梦 》 《追鱼 》 《孟丽君 》， 到现代戏 《忠

魂曲 》 《白毛女 》 《女飞行员 》 ， 她创作

演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佳作 ； 现代作品中 ，

她也曾出演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 《布浪万

里 》 的 纱 厂 女 工 、 《柯 猪 记 》 里 的 农 民 、

《菜市春 》 里的菜农 ， 每个角色都是她下基层 、

下生活的结晶 。

王文娟如此热爱舞台 ， 也始终牢记着自己

的誓言 ： 跟着党走 ， 把为人民大众演好戏作为

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

为振兴越剧， 她还带头改革。 那是 1983 年，

一份号召文艺团体要 “打破大锅饭” 的文艺系统

体制改革报告让王文娟和徐玉兰、 吴兆芬等老搭

档兴奋不已， 决心将心中成立改革团的想法付诸

行动。 1985 年， 在改革团正式成立的团部会议

上， 成员们想要给这个 “新生儿” 起一个响亮的

名字 ， 有人提议叫 “海燕剧团 ” “新新剧团 ”，

吴兆芬提议， 上海越剧院的二团以 《红楼梦》 最

为出名， 不如就叫 “红楼剧团” 好了， 大家听了

都说好 。 就这样 ， 以出好戏 、 育新人为己任的

“红楼剧团” 应运而生。

从一针一线开始 ， 剧团完全是 “白手起

家”， 大部分服装、 音响、 灯光甚至放钱的银箱

都要重新置办 。 在起初的 “资本积累 ” 阶段 ，

剧团的演出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 再偏远的地方

都去 。 然而 ， 日子长了 ， 难免会有台前幕后工

作人员抱怨 。

当时已年过花甲的王文娟和徐玉兰一边带头

行动， 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 “红楼剧团” 的名

气越来越响， 演员们的积极性也水涨船高， 在试

行的两年里， 剧团通过复排、 创作、 改编， 总共

上演了 11 台大戏。

“红楼剧团 ” 团长的身份让王文娟不能只

埋头演戏， 联系演出业务也成了她的工作之一。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 1988 年 ， “红楼剧团 ”

第一次去泰国进行商业性演出 ， 优美的越剧艺

术令海外观众眼前一亮 ， 在口口相传下 ， 原定

的七场演出增加到 12 场， 连化妆间的凳子都被

拿去加座。

为戏曲艺术发光发热，以
身作则勉励一代代年轻人

从诞生到现在 ， 越剧已经跨越了 100 多

年历史， 王文娟的舞台生涯参与了其中的一

大半， 见证了这门艺术的起起伏伏。 她坚信，

只要越剧人自身努力进取 ， 坚持面向市场 ，

决策尊重市场， 耐心培育市场 ， 越剧始终能

够常演常新。

即便告别舞台后 ， 王文娟依然想着怎么

把好戏、 好功传下去。 70 岁时， 她拍摄了戏

曲电视连续剧 《孟丽君》； 90 岁那年， 她举办

了王派专场演出， 亲自上场并点将 ， 整理越

剧传统剧目的同时也挖掘到一批失传多年的

剧目， 完整地显示了王派艺术的精髓。

退休了的王文娟不再频繁地出现在公众

视野中， 然而心里始终惦记着越剧和院团的

发展。 她会 “突袭” 上海越剧院看排练 、 冒

着酷暑悉心指导年轻人， 也会坚持到院参加

离退休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 排练厅里 ， 一句

唱腔、 一个念白、 一组身段 ， 她都毫无保留

地教授弟子们。

“王文娟老师的身上体现了一名共产党

员和表演艺术家特性的高度融合 ， 彰显了红

色基因的精神。” “她所叙述的每一件事都代

表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 2018 年 ， 时年

92 岁的王文娟在上海越剧院上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党课， 在鲜红的党旗前 ， 她再次庄严地

举起右手， 带领青年一辈重温入党誓词 。 在

一个多小时的党课上， 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

历， 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 “台

上演戏不怕复杂， 台下做人只求简单 ” 的人

生格言感动了台下的所有听众。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 ， 要有理想 ， 要有

信念， 我还是要不断地做下去。” 穿越过时间

的长河， 越剧舞台上永远的 “林妹妹 ” 那么

动人 ， 光彩从未褪色———因为信仰与使命 ，

在观众和戏曲人的心目中 ， 王文娟的模样 ，

总是那般坚韧与坚定。

王文娟，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 1926 年 12 ?生于浙江

嵊州。 国家一级演员、 “王派” 创始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越剧” 代表性传承人。 曾赴抗美援朝前线参与慰问演

出 ， 1957 年 8 ?入党 。 代表剧目有 《红楼梦 》 《追鱼 》 《春香传 》 《忠魂曲 》

等， 塑造的林黛玉形象深入人心。 2017 年获得第 27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终身成就奖。 2019 年荣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终身成就奖”， “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戏剧家” 称号。

■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人物小传

志愿军家里有父母、兄弟

姐妹、妻子儿女，他们每天都

在生死线上徘徊，我们做人就

是要做这样伟大的人。所以我

一定要把戏演好，能为这样的

人演戏，为这样的人去服务，

非常光荣

“白手起
家”成立“红楼
剧团”，为越剧
事业添一把火

▲王文娟身

体力行地诠释了一个

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 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 如何把艺术人生

与家国命运、 与时代责任紧紧相连。

茛由王文娟饰演的“林黛玉”是戏迷心

中永恒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