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 26 日 星期四

专题 05责任编辑 江 奕
美术编辑 周 芸

三万多户家庭
“人均两平方”

1980 年 10 月 3 日 ，《解放日
报》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
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
第一说明了什么 ？———关于上海

发展方向的探讨》。
在五个“倒数第一”中，前三个

全部与市民居住环境相关———市

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4.1 万人，城
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建筑密度高达 56%，每人拥有道路
仅 1.57 平方米， 绿化面积仅 0.47
平方米。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
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
市之“最”；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
每人居住面积为 4.3 平方米，4 平
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 918000多户
（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
地调沪无房户共 69000 多户），占
全市户数 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
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一时间，全市上下为之震动。
然而，这“三最”，到 90 年代仍

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当年的档案
里， 曾写下了这样一组数字———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991年，上海
市危棚、 简屋有 365万平方米，加
上二级旧里房屋， 累计 1500万平
方米。 限于财力，“六五”（1981-
1985）、“七五”（1986-1990）期间，
全市每年只能拆除危棚简屋和二

级旧里 15万平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按这个拆除

数推算，上海需要一百年时间，才
能完成危棚简屋和二级旧里改造

的任务。
为何如此？原卢湾区住宅建设

办公室主任高宝泉一语道出了原

因———没钱！
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可

真相就是这么辛酸。 造成当年上
海旧改迟缓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
资金短缺。

在计划经济时代，旧改是怎样
进行的呢？高宝泉回忆道，一种就
是“统建”，利用政府资金造房；另
一种则是“集资联建 ”，各个企业
利用自己手上的造房指标，“凑”
在一起建设。然而，当时的财政体
制主要是市一级财政， 区一级还
是定基数超额分成的办法， 因此
区财力十分薄弱。 而企业同样财
力有限， 根本不可能解决大面积
地块的动迁。

数十万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

于 4平方米，其中 3万多户家庭人

均居住面积不足 2.5平方米。

光谈判
就寻了几十家人家

改革任务，落在了以徐家汇路
为起点的“斜三基地”身上。

“斜三基地”， 北起徐家汇路，
西至瑞金二路，东至打浦桥路，不
远处就是全区垃圾、 粪便集中转
运的日晖港码头， 空气中总散发
着阵阵臭味，被称为上海的“龙须
沟”，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求改造的
呼声非常强烈。

市民孔秀珍当年从淮海路嫁

到了斜三基地，刚住过去，吓了她
一大跳。外面下大雨，家里肯定在
下小雨。一到大热天更苦，家里根
本待不住，吃好晚饭就出去乘凉，
找好位置、摆好躺椅，睡到半夜凉
快点才能回家。 棚户区的经历，让
孔秀珍感慨万千 ， “盼星星盼月
亮，就是希望能够早点搬出去。”

然而，在高宝泉至今保留的工
作笔记上， 记录着当年的动迁预
算。 这里共有 1000多户居民要动
迁安置，20 多家工厂和商店要搬
迁，加上环境要改造、臭水浜要填
埋、道路要拓宽，这一切都需要钱。
仅以安置一户居民一套商品住宅

10 万元左右计算， 动迁费就要 1
亿左右，靠地区财力，短期内根本
不可能实施改造。

“当时上海的侨汇房很紧张，
华侨买不到好的房子。市里允许各
个区建造一批侨汇房，这给改造斜
三基地的危棚简屋带来一丝希望，
百姓期盼已久的居住难问题也有

了解决的可能。”高宝泉说。
几经周折，原卢湾区政府找到

香港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但根据当时的政策，外商投资建设
的侨汇房，只能卖给有上海户籍的
华侨，销售受到很大限制。于是，香
港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将
当时政策允许的“合作改造”，变成
“土地批租”，以突破销售对象的限
制。这一思路得到了上海市有关部
门的肯定和支持。

在向上海市土地管理部门申

办了土地批租手续，并交纳了 100
万美元的土地批租费用后， 香港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以 2300万
美元，受让了斜三地块中 19790平
方米土地， 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吸
引外资进行旧区改造的先河。

有时，文字的记录是“苍白”的。
因为后来者很难体会，亲历那个时
代人们的感受和曾做出的努力。

“太不容易了， 甚至可以用不
可思议来形容。”时至今日，高宝泉
仍然对此感慨万千。在他看来，如
果不是上海坚定贯彻小平同志南

巡改革开放思想，排除一切杂念，
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光谈判 ， 就寻了几十家人
家。”高宝泉回忆道，最后敲定的中
海外，他们老总来上海一看，发现
这个地段距离淮海路上的锦江饭

店只有 20分钟，这才拍板定下。

“海上第一块”
诞生

由此，斜三基地也成为上海第
一个利用土地批租来实现旧城区

改造的成功案例，被誉为“海上第
一块”。

斜三基地动迁工作自 1992 年
3月正式启动， 得到了大多数动迁
居民的支持和配合，大家都愿意搬
到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的新工房居
民小区。整个动迁大概用了半年时
间基本完成， 土地三通一平后 ，
1992年 9月交到了开发商的手中。
1992年 10月底，斜三地块 4 幢 31
层大厦开工， 仅花了 18个月就结
构封顶，1994年底基本竣工， 也就
是现在的海华花园。

“斜三基地旧改工作进展很顺
利，竣工后的销售也很抢手，动迁
居民的住房有了较大改善， 打浦
桥地区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高
宝泉说， 接下来开发商继续向斜
三基地的南部发展，进行了二期、
三期的旧城区改造工作。

斜三基地改造建设后，昔日的
棚户区已高楼林立。“孤岛” 改造
成为街心花园， 徐家汇路路幅由
13 米拓宽至 50 米，成为上海南部
连接南浦大桥与肇嘉浜路的主干

道。
“肇嘉浜路、徐家汇路、陆家浜

路，开过车的市民都了解，这三条
路现在是三位一体。”高宝泉说，可
当年在“斜三基地”未动迁之前，却
是另一副模样： 原南市区的陆家
浜路，到了斜桥这一带，因为“斜
三基地”的棚户区不得不收窄，直
至徐汇的肇嘉浜路才得以 “松
开”。

伴随着基地动迁，徐家汇路终
于得以改造， 由 6 条机动车道、2
条非机动车道和 3 条绿化分隔带
组成， 成为上海南部连接南浦大
桥与肇嘉浜路的主干道， 极大地
改善了城市交通和环境。1995 年 9
月 21 日，这条路在海华花园建成
后不久竣工通车， 成了一条实质
意义上的“大马路”。

百万人实现
“居者有其屋”

有了斜三基地的成功经验，土
地批租模式在上海全面铺开 。仅
1992、1993 年，上海就批租 459 幅
土地，涉及旧区改造 147 幅，拆除
旧房 185万多平方米，其中危棚简
屋 85.4 万平方米， 占拆除总量的
46.2%。

上海城市建设由此迎来重大

突破。 原老黄浦区的北京东路 71

号街坊、普陀区长寿路、原闸北区
天目西路、静安区永源浜等危棚简
屋集中地块，均通过“斜三模式”进
行改造，而且大部分地块都实现了
当年批租、当年动迁、当年开工。

高宝泉说， 正是因为土地批
租， 建造符合城市规划的商贸大
楼、办公楼和高层住宅，优化了土
地利用结构， 使黄金地段发挥了
黄金效益； 同时把土地资产收益
用于市政设施建设、旧区改造和居
民住宅建设，形成了‘以地养地’的
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机制。

此后直至上世纪末，上海共改
造了包括 365 万平方米危棚简屋
在内的二级以下旧里房屋 1200余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48万户。

“十五”期间，上海“拆、改、留”
相结合， 共改造二级以下旧里房
屋 700 余万平方米， 受益居民 28
万户；“十一五”期间，上海又以世
博园区、轨道交通等重大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的拆迁为契机， 改造了
340 万平方米旧住房 ， 受益居民
12.5 万户；“十二五”期间，累计改
造各类旧房 7000万平方米， 受益
居民超过 100万户。

现在是“十三五”期间。根据上
海城市更新的新要求 ，按照“留、
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
则，上海将继续完成中心城区 240
万平方米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改造。
因为一条路的突破，一个城市

的旧改难题得以“突围”，使百万市
民从中受益。 徐家汇路，见证了体
制创新的力量。

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人曾经有过一段尴尬的

记忆：延绵成片的危棚简屋，蜗居着大量三代乃

至四代同堂的家庭，“人均两平方”是一句在当时坊间很

流行的口头禅。

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在房子面前失落了优雅。

是就此被时代抛下，还是奋起冲破藩篱杀出一条新

路？上海的回答是，改！

徐家汇路，因此被载入上海史册。以这条路为旧改

的起点，上海百万市民大动迁自此拉开帷幕。

70年家国“寻路之旅”，徐家汇路是一条绕不开的

路。如今的上海，“居者有其屋”再不稀奇。而若时光倒

溯，你会惊讶，为了解决曾经的“天字第一号难题”，上海

曾经在这条路上做出过怎样的努力。

■劳动报记者 罗菁 摄影 贡俊祺

徐家汇路：百万市民大动迁的“起点”
破解“天字第一难” 改写“人均两平方”历史

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其主要成分鱼胶
低聚粉、雄蜂蛹、蛹虫草、地龙蛋白、L-精氨酸
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代萃
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专业
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 、 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 ， 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
友的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雄风
一号
关爱男性健康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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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宝山区;德钦药房（同泰北路 150 号），惠仁大药房（一二八纪念路 680 号）。 杨浦区：黄兴路 1618 号（大
润发一楼汉寿堂），浦东区：利津路 453 号（静月星大药房），上南路 3521 号（卜蜂莲花二楼服务台对面
雷允上专柜），闵行区：罗秀路 1541 号（东升药房近镇西路）。 静安区：场中路 3272 号（寿益大药房）

专卖店：上海市黄浦区武胜路 479 号（盈谷贸易有限公司 \ 近威海路）
咨询订购热线：18721363080 021-3650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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