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过上暖和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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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东城区永外街道安乐林路居民

能住上楼房，晚上做梦都能笑醒
□本报记者 陈曦

西城区白纸坊光源里社区居民

轩俊英

望坛棚改前， 轩俊英家的房子在
安乐林路29号院 ， 只有11.1平方米 。
自己搭建了小厨房和浴室， 但是上下
水总是堵。 “平房院里的树根全都长
进了排水管， 把下水管堵死了。 找人
通， 一次好几百！” 轩俊英出生在东城
区永外街道安乐林路这片平房里， 她
56岁， 房子61岁。 从小儿就住在平房，
但是居住环境并不令轩俊英满意 ，
“有时候门关不严 ， 屋里钻进老鼠 ，
咬， 把家里东西都嗑了！ 进猫更害怕，
也不逮耗子， 在屋里乱窜。”

望坛棚改区连片的平房， 一般东
西向一排六七户， 南北向一排十来户，
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上到八九十岁的老
人， 下到像轩俊英这样五十多岁的中
年人。

“年轻人新结婚也不爱在这儿住，
老少三代住一起更不方便。 小年轻的
人家一看这房子都不爱跟这找对象。”
轩俊英说 ， “大家伙盼星星盼月亮 ，
这回可算实行了， 办事处、 各级领导，
落实得特别快。 政策也好。”

现在走在望坛棚改区， 几乎看不
见房屋， 大片空地被绿色网布遮盖
住 ， 处处都是施工的气象 。 轩俊英
一家在2017年4月28日就搬出了平房，

在附近租了一个55平方米的两居室 ，
等待回迁。

“4月28日搬家 ， 5月10日签约 ，
街坊陆续都搬了 ， 天天有人搬家 ，
5000多户， 不到一个月， 哗， 全没了！
从沙子口到我们家这条大街， 一天一
个样， 都提前先住楼房， 国家给拆迁
费， 起码先过暖和点的日子。”

即使是暂住在租的房子里， 轩俊
英也很满意， 笑着说： “现在厨房大
了， 都愿意做饭了。 平房那会儿厨房
多冷啊， 都不愿意做饭。 现在租房子
国家还给补贴租房安置费， 一个月几
千块钱， 一下给了22个月， 2018年又
开始给了。 这个钱直到回迁的房子下
来， 就不给了。”

住在平房， 做饭洗澡不方便， 下
雨上厕所也不方便， 搬进楼房， 这些
问题就都解决了。

见到轩俊英的头一天， 她刚去望
坛棚改指挥部领了拆迁奖励金： “昨
天刚领了奖励金， 加上剩点房款， 手
里还剩 69万 。 我是 2300多号 ， 我看
4400多号也去领了， 效率真是高。”

最逗的是， 轩俊英跟闺女还 “瓜
分” 起了奖励金。 之前说好自己拿大
头， 闺女拿小头。 到了领钱现场， 闺

女说： “妈， 69万， 9大， 您拿9， 我
拿6。”

轩俊英说： “没那事儿， 麻利儿
把6打我账户里！”

轩俊英选择回迁， 55平方米的一
室一厅。 当初没有在外面买房， 是考
虑孩子上学方便， 现在回迁， 也是考
虑到这块地界儿好。

“当时也是工资低， 赶上下岗没
钱买房， 攒点钱儿， 摇号给孩子买了
个车， 没买房。” 轩俊英盘算， 现在不
但有了新房， 手里还有余钱了。

因为就在附近租的房， 轩俊英没
事儿遛湾就往回迁的地块转转， 看看
进度。

“政府说三到五年回迁， 我们这
心里充满希望。 那天我遛弯儿， 看那
挖了三个大坑， 估计是建地下停车场

呢。 政府说得真对， 说是 2017年 11月
底开始动工三幢楼 ， 真的挖了三个
大坑 ， 政 府 说 到 哪 儿 就 做 到 哪 儿 ，
按政策办了。 有拆迁协议， 都按这个
执行。”

因为绝大多数居民都选择回迁 ，
轩俊英经常能碰上老邻居。 回迁居民
自己还有个微信， 没事儿经常一块儿
聊天， 打电话。 现在大家都在看着回
迁楼盖起的速度。 5700多户， 已经签
约5600多户， 还剩不到80户。

“现在让我着急的就是我这闺女，
已经29岁了， 还不着急找对象， 也不
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轩俊英说，
“对了， 还得夸夸咱们这调解委员会，
天天调解， 付出了很多很多， 非常负
责任， 挺能干的。 没有居委会， 还真
不行！”

“一想到 ， 我们能住上楼房了 ，
我这晚上做梦都能笑醒。” 说起棚改，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光源里社区居民邓
丽娜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笑容。

邓丽娜告诉记者， 她是1996年嫁
到白纸坊光源里的。 “那时候， 没有
考虑太多， 就是觉得结了婚， 有地方
住就行了。 房子是单位公房， 虽然小，
但是房租便宜啊。”

记者了解到， 光源里社区由供电
局家属宿舍和邮局家属宿舍组成， 建
成于1952年。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变成
的大杂院， 光源里社区大部分房子是
平房排院。 像邓丽娜家那排一共3间，
她家占其中的1间。

“我家那间房子只有33平方米 ，
公公婆婆住在里面 ， 我们没地方住 ，
只好又在外面自建了一间房子， 作为
我们的卧室。 随着生活的积累 ， 家
里的东西越来越 多 ， 后来， 又有了
孩子， 居住空间就越发显得小了。” 邓
丽娜说。

因为房子太老， 墙皮一抠就掉渣，
房顶是苇泊。 夏天， 一下雨， 房顶就
漏水。 每到这个时候， 房管所就会派
工人登梯子上高 ， 来给房顶盖毡子 。
年年漏， 年年修。 另外， 巷子里的下

水系统也不好， 积水排不出去， 脚下
一片泥泞。

最让邓丽娜和邻居们头疼的就是
上厕所———冬天冷 ， 夏天脏 ， 苍蝇 、
蚊子到处飞。 而且最初， 厕所不能冲
水。 “现在的年轻人都没见过， 我们
那种厕所叫旱厕所 。 因为巷子狭窄 ，
抽粪车进不来， 只能靠人掏粪。 三两
天就得掏一次， 如果没来得及掏， 再
赶上下大雨 ， 那这巷子里就热闹了 。
走路都得穿着胶鞋， 要不脚底下就得
垫砖头。”

冬天取暖也是问题。 没有煤改电
的时候， 天冷之前， 家家户户就得囤
好蜂窝煤。 “印象中， 一平板车400块
煤， 一个冬天怎么也得买两车。 早起
换煤， 晚上封火， 掌握不好， 火灭了，
还得重新生火， 特别麻烦。” 邓丽娜回
忆说。

邓丽娜表示， 他们知道， 这些年，
上级领导也没少为他们操心， 为了改
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改造厕所、 增加
绿化、 重新铺路……可是这些似乎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些年， 我们就盼着我们的房
子能早点拆迁改造。” 邓丽娜说， “前
些年总有小道消息， 今天说有老板来

了， 要开发我们这， 明天说老板算了
算 ， 拆迁费太贵 ， 不划算 ， 不拆了 ，
弄的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等着、 盼着， 邓丽娜和邻居们终
于等来了好消息， 政府把他们居住的
地区纳入了棚户区改造计划。 2014年
底，工作人员第一次进行入户调查和登
记的时候， 把他们一家人都高兴坏了。

“虽然我们这是老城， 但是周边
各种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备了。 不管是
购物、 交通、 医疗、 教育， 都很方便。
而且我们在这里住习惯了， 不想外迁，
于是选择了回迁。 根据相关政策， 我
家选了一套南北通透的两居室。” 邓丽
娜说。

现在， 邓丽娜和邻居们都在周边
租房子住， 但是一想到等再回来的时
候 ， 就能住上干净 、 整齐的楼房了 ，
他们都说 ， “这心里觉得特别美 ” 。

2015年， 光源里社区迎新春的联欢会
上， 由合唱队老师编剧， 居民自己演
出， 反映大家期盼改善居住环境的情
景剧 《圆梦 》 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
不少居民是一边留着眼泪一边看完了
节目。

“等搬了新家， 我家就有阳台了，
我想在阳台上养点花 。” 邓丽娜说 ，
“以前 ， 我们养花就是在屋外的窗台
上 ， 夏天长得再好 ， 冬天也得冻死 ，
时间长了就不愿意养了。 以后， 养什
么花， 我都想好了， 我喜欢茉莉， 回
头我要养一大盆 。 茉莉花那个味道 ，
闻起来虽然很香， 但是不腻， 而且那
个香味会让人的心情特别舒畅。 另外，
我也喜欢现在小年轻们养的多肉。 那
一小坨， 一小坨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回头， 我要在阳台上弄一个花架， 一
年四季， 都让那里有绿色， 有花香。”

邓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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