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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清拆161家污染企业
七成已启动或完成清拆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完成清拆的9家，
关停的 48 家，正在开展整治的 55 家。截至 5
月31日，年内须完成清拆的全区161家污染企
业，已有七成启动或完成清拆。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总体要求，今年年底
前完成 161 家污染企业的清拆整治。清拆整
治的主要范围是水源保护区内现有工业污染
且无法纳管的，位于集建区外、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污染物无法稳定达标的，居住区等环境敏
感区域内群众反映强烈、厂群矛盾突出等三类
企业。

各街镇的年内任务数分别为：九亭镇 2
家、泗泾镇 7 家、洞泾镇 9 家、新桥镇 26 家、车
墩镇 18 家、石湖荡镇 11 家、小昆山镇 5 家、佘

山镇 9 家、叶榭镇 9 家、泖港镇 5 家、新浜镇 30
家、开发区 4 家、方松街道 7 家、中山街道 15
家、永丰街道4家。

截至 5 月底，161 家企业中已经完成清拆
的有 9 家，占总数的 5.6%；已经关停的有 48
家，占总数的 29.8%；正在开展整治的有 55
家，占总数的 34.2%；还未启动整治的企业 49
家，占总数的 30.4%。泗泾镇、洞泾镇、九亭
镇、小昆山镇、新浜镇、泖港镇、开发区和永丰
街道等地区清拆整治工作已经全部启动。区
环保局领导班子成员对清拆整治工作进行分
片指导，每人负责联系 2~3 个地区，并对名单
内企业开展每月巡查，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
和监测力度。

高考总动员：

职能部门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陆静宜） 高考前

夕，区长俞太尉、副区长苏平对全区五个高考
考点进行考前巡查，并要求校领导及参与监
考的教师等工作人员要竭力维护高考秩序，
保证各位考生顺利考试。高考首日，苏平前
往教育考试中心，坐镇现场指挥。今年高考
期间，全区各职能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全力以
赴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以强有力的措施
确保本届高考顺利进行。

高考期间，区教育局妥善安排试区的考
务工作，安全有序地组织考生参加考试，并
开展考生考前考中考后的学习和心理辅导；
区建交委和区绿化市容局加强督查试区周边
施工情况，确保考试期间周边环境保持安

静；区卫计委加强对考场及考场周围公共场
所的卫生监测，并设立现场抢救待命点，选
派经验丰富的医生、护士负责现场急救处
置；区环保局建立环境监测巡逻车，对考试
期间考场周围的环境进行监控，及时制止各
种环境噪声，确保考场的安静；区国安分局
和区公安分局配合区教育考试中心适时踉踪
试卷的安全保密情况，区公安分局还积极协
助考场做好试卷押送和考场安全保卫工作，
在考场附近重要的交通要道设立值班岗位，
配备拖车，及时处置交通事故；区食药监局
对试区食堂供餐安全开展检查，提供健康菜
谱供学校选择，并选派监督员到现场保障考
生的用餐安全。

告别草棚进楼房 日子越过越红火

佘山老房故事多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啊？能不能给我们复
印一份？”从记者手机中看老摄影家吴四一在
1980年冬青村拍下的照片，庄中华和他的妻子
都感到不可思议。照片里，庄中华正和老邻居
王健林对战楚河，边上围着十来个人，端着搪
瓷杯的庄学云眼睛牢牢地盯着战局，连茶都顾
不上喝。

“你看我们身后的房子，那可是当时佘山
最好的房子了。”环顾自己现在的家，庄中华笑
得开怀，“从张家村到冬青村，再到现在这江秋
新苑，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这在以前，是想
都不敢想的！”

住草棚：没钱娶媳妇
佘山镇江秋新苑入口处的商业街，餐饮、

购物、休闲等一应俱全。进入小区，隐隐有花
香袭来，一抹抹绿色映入眼帘。走进庄中华
家，134 平方米的空间里，合理分布着客厅、餐

厅、厨房、卫生间、储藏室、3 间卧室和南北阳
台。

“我小时候住在草棚里。那时候，哪能想
到还有这么好的日子在后头哩！”在张家村出
生后，庄中华和父母、弟弟、奶奶、太奶奶挤在
不到30平方米的草棚里。屋顶是稻草盖的，一
到雨天就漏水，有时整夜都难以入睡，而到台
风天，屋顶经常被掀开。“那时候穷啊，就像俗
话说的，‘筷子一把，锄头一把’。父亲去世后
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只能没日没夜地干活。”

庄中华说，因为房子小而破旧，也曾有过
深深的担忧。“怕没有房子，将来娶不上媳
妇。”20多岁的时候，他和现在的妻子恋爱了，
却只能偷偷躲在村里的桥下聊天，“怕被人看
见了。她家知道我家的住房条件，不肯把她
嫁给我。”

风风雨雨，一晃就是27年。
直到 1980 年，佘山镇首家种子场开建，庄

中华和村里约30家困难农户被选中，搬进了冬
青村的新房。那是松江县第一批新建的农民

居住区。“住房改善了，腰板也粗了，我就壮着
胆子请叔叔做介绍人，把中意的姑娘娶回了
家。”庄中华看着妻子笑出了声。

“那时为了房子，太多人吃了太多的苦！”
庄中华妻子回忆说，在她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父亲为了帮舅舅造房子，去山里挖泥，没想到
在山洞遭遇塌方，腿压坏了，从此只能坐轮
椅。“出了这事，我只好不念书了，回家帮着烧
饭、养猪、割草。没了我爸帮忙，舅舅的房子也
没能造起来。因为没有房子，表哥长大以后只
能给人家做上门女婿。”

睡桥面：任蚊虫叮咬
“站后边这人是你么？”庄中华的老邻居徐林

接过记者手中的手机，把老照片放大一看，“嘿，
还真是我！”

“搬到冬青村以后，住的房子真是好了太
多！”同样出生在张家村的徐林虽然住在平房
中，可约 20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他和父母、舅
舅、妹妹和两个弟弟一共七人。“我们在卧室和

厨房当中砌出一小间，里面只能放一张床。那
间就给舅舅住。”卧室两张床，徐林和大弟一张
床，其余四人挤一张。

没卫生间，六人共处一室，仅有一只马
桶。于是，吃饭的吃饭，看书的看书，上厕所的
上厕所……“那会儿没有隐私的概念，马桶周
围也没个遮挡。”徐林难为情地说，那时想要洗
澡了，就去河里游一圈。

天热的时候，家里没法待，就和众人一起
睡在桥面上。“出了家门，走几步路，就是座桥，
桥上四人一排，能睡十五六个人。”徐林说，那
时大家都搬着草席到桥上“抢位子”，“去晚了
还抢不到呢！”

冬青村：生活好惬意
“看，这是我女儿的结婚照，长得像我。”欢

喜地显摆着女儿的结婚照，庄中华一脸乐呵呵
的，“1980 年搬进新房，娶了老婆。第二年，女
儿就出生了。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现在不
但女儿结婚了，外孙都9岁啦！”

坐在一旁的徐宝弟是原冬青村大队技术
员。他笑着说，佘山种子场的500亩田，给全镇
3.5 万亩地供应种子。搬进冬青村后，庄中华
因为农活干得好，担任起西青生产队队长。
1986 年，分田到户。庄中华分到 3 亩地，先是
种水稻、麦子、油菜，后来随着种植结构调整，
又种起生梨、桃子等果树，日子越过越红火。

回忆起第一次到冬青村看房，看到楼上、
楼下竟有两层，总共105平方米，庄中华和老邻
居夏伯芳心生欢喜。“这是我和夏伯芳在冬青
村四角桥的合影。”庄中华小心翼翼地从袋子
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小照片说，“这照片要5毛钱
呢！可有了房子，心里高兴，就找人给照了一
张。”通了自来水后，庄中华在家里装修了两间
卫生间，“楼上楼下各有一间。”

冬青村夜不闭户。晚饭过后，邻居相互串
门。农闲时分，下象棋、打80分，不亦乐乎。庄
中华说：“那时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人，我们经
常去他家下棋。他去世前，把珍藏的一副牛角
象棋送给了我。”

2006年，冬青村动迁。庄中华、徐林、徐宝
弟等人都搬迁到江秋新苑。“住冬青村的时候，
房子虽好，可买东西要到陈坊桥，骑车10分钟，
走路半小时。现在家门口就可以购物啦！”

“当年的张家村，就是现在的辰山植物
园。而冬青村的所在地，听说要建五星级酒
店。”徐宝弟说，植物园里的樱花园、玫瑰园那
块地方，就是他们的老房所在。

原冬青村住户徐宝弟（图左）与庄中华夫妇一起讲述老房故事。
见习记者 张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