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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百姓自己的剧社，好戏连台
在闵行区颛桥镇 ， 普通人也能圆戏剧

梦———参与话剧 《老街 》的大部分演员都来
自“百姓剧社”，他们是一批居住、工作、学习
在颛桥的业余表演爱好者。 通过政府扶持、

专业机构培育 、百姓参与的模式 ，颛桥镇大
力培育戏剧文化 ，百姓剧社已培训 4 期 120

余人次。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
的孩子 ，全情投入各类戏剧项目 ，从看戏到
学表演 ，从话剧粉丝变成了舞台上的 “草根
明星”。

在《老街》艺术总监、著名表演艺术家吕
凉看来， 让老百姓来演自己的事所展现的生
活和时代风貌令人动容， 而大家对于艺术的
热情尤为令他感动。

说起与颛桥的缘分，吕凉记忆犹新：2014

年“吕凉戏剧工作室”在此筹建，一方面将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优秀戏剧演出引入颛桥居
民家门口， 另一方面， 时任上话中心艺术总
监、 闵行区文化指导员的吕凉也致力于普及
戏剧艺术， 将儿童戏剧工作坊、 戏剧讲座等
丰富内容引入基层的大舞台。

文化品牌建设与惠民路径相融合， 让居
民不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盛宴， 颛桥
镇社区文化氛围也日益浓厚。 2017 年， “百
姓剧社” 成立， 由吕凉工作室指导， 为戏剧
爱好者搭建一个学习交流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 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更提升了群文
品质。 颛桥镇还陆续启动了 “小小戏剧家”

“戏剧种子教师培训” “社区学校朗诵培训
班” “话剧演出进社区” 等多个项目， 培养
了一批戏剧爱好者。

带着泥土气的生动的故事， 成为百姓剧
社最接地气的剧本。 除了 《老街》， 剧社还
请颛桥人张乃清作为编剧， 以颛桥地区历史
为素材创作了话剧 《1949 人民代表》， 演员
都是颛桥镇的戏剧爱好者， 有中小学校长、

航天工程师、 企业合伙人、 机关干部、 居民
等， 演出同样深受欢迎。

“大家对戏剧的热爱和执着感染着我 ，

让我真切地感到群众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广
泛， 我所做的不仅是表演技巧的指导， 而是
提升百姓剧社的感染力。” 吕凉说， 这些扎
根生活的真实创作经验也带给他不少灵感和
启发。 百姓剧社迈入第 5 个年头， 他也给未
来发展谋定了 “广” 和 “精” 两个方向———

一是扩大话剧艺术普及面和群众参与度， 二
是提供 “高阶” 培训内容， 建立一支相对成
熟、 稳定的百姓演员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 以现实题材为蓝本进行
主旋律戏剧创作， 在闵行已有不少成功先
例 。 2018 年闵行区文广局 、 上海上艺戏剧
社、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就共同出品了 《许
村故事》， 该剧原型正是紧邻虹桥机场的许
浦村， 这个曾经环境恶劣的城中村通过两个
月的攻坚战便焕然一新 。 该剧聚焦 “城中
村” 改造与建设， 同时又直面了老百姓的生
存现状， 演出取得了极好反响， 更收到了外
国戏剧专家 “点赞”。

上图：百姓剧社排练现场

暴雨声中， 老街房屋漏雨严重， 阿婆却担心房屋被拆迁， 不理会街坊邻居的劝说， 坚决不撤离；

“半路夫妻” 周家爷叔和老伴杨阿姨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子， 谁知到了房子分配时， 杨阿姨才发现老
伴瞒着她 ， 将儿子的户口偷偷迁入……3 月 18 日 ， 根据颛桥老街旧改中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话剧
《老街》 正式登陆上海城市剧院， 并在东方网及 “今日闵行” App 同步直播。 该剧也是闵行区庆祝建
党百年重点项目。

《老街》 以颛桥老街旧区改造的真实故事为素材，通过百姓视角，讲述了成、周、李、韩等几个老街家
庭所经历的欣喜、期待、纷争和离别，真实再现老百姓圆梦搬新居、过上好日子的过程，反映了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推进城市更新、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更展现出新时代闵行加快城市发展， 建设创新开放、

生态人文现代化主城区的奋斗目标与发展征程。

台下， 颛桥老街作为闵行区单体体量最大的旧改区域， 一场 “蝶变” 正在进行———2020 年 7 月
28 日，颛桥老街旧区改造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开工，11 月 17 日颛桥老街剩余地块旧区改造项目最后一
证完成签约。 未来，这里将建成集居住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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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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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改，是民生工程，亦是民心工程。

秉承上海县 700 年历史文脉的闵行区 ，

旧改任务艰巨。 作为“老法师”的闵行区房管
局副局长姚群凤说， 闵行旧改工作始于 2002

年 ，主要分为集体土地为主的 “城中村 ”地块
改造、 老街旧住房片区改造和不成套老旧公
房改造三大部分。 通过近 20 年努力，“老房有
喜”的故事在闵行渐次展开，许多居民开启了
新生活。

2019 年，闵行发布《闵行区老旧住房改造
“2+2”行动方案》，主要针对功能不全、设施不
齐、 存在安全隐患的各类老旧住房进行改造，

共包含 20 个城中村地块、26 个老街旧住房片
区、203 ?不成套老旧公房，总建筑面积约 72.2

万平米，涉及居民 10126户。按照“政府牵头、居
民自愿、分类施策、留改拆并举”，着力补短板、

保安居， 全面改善闵行区老旧住房居住条件和
居住功能，有效提升老旧住房整体居住品质。去
年，全区老街旧住房基本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城
镇居民“拎马桶”困境得到基本解决，集中城市
化区域内的城中村现象基本消除。

纳入“2+2”行动方案实施改造的老街共有

15 个，分为 26 个片区，总建筑面积 27.7 万平
米，居民 3118 户。 以颛桥老街为代表，闵行重
点聚焦“房屋质量、消防安全、卫生设施、内涝”

四类保基本问题，对老街旧住房进行改造或动
迁。 今年，闵行将全面完成 14 个老街片区“四
个保基本”改造收尾工作，确保“拎马桶”问题
及各类安全隐患彻底解决。

上世纪 50 年代末， 闵行建起新中国第一
座工业卫星城， 诞生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重工
业“四大金刚”，这些国企职工宿舍在经历半个
多世纪的时光砥砺后， 面临厨卫合用、 房屋结
构老化、 道路严重积水、 上下水管道堵塞等
“硬伤”， 旧住房成套改造也是居民们最为热切
的期盼。 姚群凤介绍， 在非成套住房最为集中
的江川路街道， 十余年来已探索出 “拆落地”

“加扩建” “抽户异地安置” 等多种成套改造
方式，“留改拆”细化到“一楼一方案”，平均每户
增加 5到 10平方米，解决老百姓生活居住的功
能性问题。

“十四五”时期是闵行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开启全面建设创新开放、生态人文现代化主城
区的重要五年，下好“促发展、惠民生”先手棋，

闵行区将老旧住房改造工程、“城中村”改造工
程列入今年的民心工程。到 2022 年底，基本完
成全区非成套老旧住房“愿改可改”项目改造。

“十四五”期间，闵行还将有序推进 12 个老街
片区动迁改造，推动地块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落地、改造方案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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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 年迈老

街期待新生。

右图 ： 老街居

民乔迁新居 ， 数十

年夙愿终成真。

闵行颛桥百姓演绎《老街》蝶变
旧改故事庆祝建党百年

旧改真人真事
搬上话剧舞台

几经打磨、 此次全新亮相上海城市剧院
的话剧《老街》演绎着颛桥老街旧改过程中的
酸甜苦辣。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颛桥老街 ， 依水而
建、 傍水为生， 曾是颛桥镇商贸最为繁荣的
地方。 但在时间磨砺下， 这里房屋破旧、 环
境杂乱， 煤气罐和手拎马桶是老街居民百姓
的日常， “每逢下雨天， 屋外下大雨 ， 屋
里下小雨” 的心酸场景历历在目， 居民动迁
改造意愿格外强烈。

“动筋骨”却绝非易事———颛桥老街旧改
一期启动于 2003 年前后，当时采用“毛地出
让”模式，由于这一模式不能覆盖快速增长的
实际动迁成本， 二期、 三期旧改进展十分缓

慢。2018 年 9 月，颛桥老街三期旧改工作全面
实质性启动，该区域占地 238 亩，其中房屋属
性复杂，既有农村宅基地，又有国有土地商品
房和直管公房，还有众多企事业单位。 此外，

这里常住人口有 5500 余人， 涉及居住房屋

1573 证（户），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硬骨头”。

话剧《老街》演绎的正是旧改中的真人真
事，值得一提的是，参演的演员大都来自颛桥
当地的“百姓剧社”，他们是一批居住、工作、

学习在颛桥的业余表演爱好者 。 早在 2019

年，颛桥镇便开始筹备原创话剧《老街》排演。

2020 年受疫情影响，《老街》 剧组从 7 月开始
建组、确定演员角色、排练、进剧场联排……

不到两个月，这部云集了“草根明星”的原创
话剧《老街》作为第三届颛桥戏剧周开幕大戏
精彩亮相，与话剧微党课《老街，我们都是追
梦人》一起成为闵行区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成效的鲜活案例，受到百姓热烈欢迎。

导演童凌表示，《老街》

塑造了几代老街居民的人物
群像， 向观众展示基层党员干部
和法律工作者在旧改过程中直面种种
困难，以真心换真心 ，用法律和智慧帮助社
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的感人事迹。

闵行最大老旧街区
这样“华丽转身”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20 年 11 月， 颛桥
老街剩余地块旧改签约率达到 100%，老街居
民们告别逼仄旧屋， 目前首批居民已住进新
家，开启美好新生活。

为解决老街旧改的历史遗留问题， 确保
居民利益， 闵行区和颛桥镇多个部门深入调
查，邀请各方专家“开门做方案”，仅补偿方案

便修改了

100 余稿。 在
律师团队 的 支

持下，颛桥镇创新提
出 “两次评估两次结算”方

案，即由开发商先行支付预评估动迁包干费，

形成净地交付前， 再根据周边土地出让价格
对当时楼板价进行评估和包干结算，“无限接
近市场出让价”。

为让这些有着浓厚老街情结的居民们
“不离乡土不离乡音”， 颛桥镇多方筹措镇域
内的安置房源， 主要房源最终坐落于老街 1

公里外的君莲 I1、H 地块。

梳理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寻找权利人、

疏导居民思想等等， 无一不考验着基层党员
干部的责任担当。 颛桥老街旧改攻坚阶段也
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
进之时，颛桥镇在旧改基地建起临时党支部，

让党课成为大家的“充电站”。 旧改动员工作
还化解了不少长达数十年的家庭内部矛盾和
邻里纠纷。

颛桥老街旧区改造项目是群众等待多
年、热议多年、期盼多年的民心工程。 颛桥镇
党委政府以开工为“军令”，积极整合资源，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走出一条旧区改造、风
貌保护和城市更新有机结合的新路。

据悉， 颛桥老街旧区改造城市更新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未来将建成具有
上海独特风貌的高品质住宅和颛兴路商业
街区 ， 周边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 比如
六磊塘岸边将立起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幼儿
园 ， 沿沪闵路和六磊塘将建成一座城市绿
化公园等等。

题图：《老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