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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程冰凌 陈家顺

夏日阳光下，加装电梯的玻璃
外墙映衬着蓝天白云，和与之相连
的楼房交相辉映，构成了小区独特
的风景线。近日，记者走进海曙区
白云街道安丰社区有 20 多年房龄
的三鼎坊、玫瑰苑小区，为这独特
的“景观”所感染。

作为海曙区首部老小区加装
电梯所在地，安丰社区目前已经完
成 5 部电梯加装，有两部正在紧张
施工中，另有两部通过审批许可，
将进入施工阶段。

和城区其他街道一样，白云街
道老小区多、老年居民多，加装电
梯成为居民普遍的呼声，但受经
费、居民需求不同、加装后对采光
和房价的担忧等因素影响，这一工
作的推进难度系数大。而安丰社区
却能在重重困难中找到突破口，有
何诀窍？

“党委引领、多方护航、群众自
治，困难迎刃而解。”安丰社区党委
书记陈赛花高度概括了 3 年来的
成功实践。

党委引领，“操作指
南”出炉

时间回到 2017 年 12 月 1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召开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
在全国 15 个城市开展老旧小区改
造试点，宁波位列其中。会上提出，
老旧小区改造试点要着重探索四
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即政府统筹组
织、社区具体实施、居民全程参与
的工作机制，居民、市场、政府多方
共同筹措资金机制，因地制宜的项
目建设管理机制，一次改造、长期
保持的管理机制。

随后，宁波市住建委等 17 部
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对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实
施范围、实施方法和资金补助等方
面作了规定，其中，20 万元的资金
补助让居民心里一振。

“政策的春风吹来，很多居民
尤其是老年居民看到了多年希望
加 装 电 梯 的 心 病 可 望 解 决 的 曙
光。”陈赛花说，社区党委作为上传
下达、联系群众的“穿针引线”者，
一方面要将政策的“利好”传递给
群众，另一方面也要了解群众的心
声，更好地解决难题，“我们当即成
立专班，聚焦精准服务，听民声、聚
民声、解民忧。”

安丰社区有三个小区，其中玫
瑰苑和三鼎坊两个小区属于建于
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小区，居住着
1618户，共有135个楼道，考虑到不
影响消防通道、居民通行等因素，能
加装电梯的楼道将近一半。

“我们召集了 8 个加装电梯意
愿强烈楼道的老中青三代居民代
表，通过‘开放空间’，多次征询意
见。”陈赛花回忆，每个楼道情况不
一样，需求有差别，大家畅所欲言，
摆问题、提意见、出点子，据此，一
份长达 37 页 A4 纸的详细“加装电
梯操作指南”出炉，将千头万绪理
得井井有条。

其中，详细标明了社区物、居、
业的“职责”：加装前，社区与各部
门协调，宣传加装基本条件、办理
流程等政策，协助出具证书、填写
申报材料；施工时，由社区、物业担
任第三方监督和对接工作，搭建居
民、部门、电梯公司的沟通桥梁，先
后解决管线铺设、装修噪声、绿化
损毁等系列问题，确保居民生活如

常；业委会调取楼道设计图纸、协
调居民关系。

多方护航，步步为营
解难题

虽然有了“操作指南”，但老旧
小区楼房加装电梯，涉及各方利
益，具体落地实施，依旧困难重重。
为此，安丰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
牵头，召开了 20 多次“动员会”，步
步为营破解一道道难题。

首先居民的疑惑多：不同楼层
价格怎么算？加装后噪声大不大，
影响采光吗？电费、维修费高不高
⋯⋯为此，社区一方面建立各楼
道、网格、业主微信群等线上线下
联系方式，畅通居民表达渠道；另
一方面，继续组织各方代表通过

“共识论坛”“开放空间”等议事方
式，就项目加装、保养、电费、年检
等费用事项答疑释惑，并初步确定
出资分摊比例，明确楼道门前“三
包”方案，敲定长期管理制度，尽量
排除后期争议。

其次对犹豫不决甚至反对的居
民打“感情牌”，打消其顾虑。“只要
有一户居民不同意，楼道加装电梯
就无法进行。为此，党委委员行动起
来，作为列席代表，参与各楼道讨
论，耐心地讲道理说人情。”陈赛花
说，讨论前先确定基本原则：面对面
时，有问题尽管提出来；有矛盾争
议时，就事论事，不能吵架。

在排除加装电梯影响采光、通
风和有噪声污染后，陈赛花从宁波
作为“爱心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

“作为爱心城市的一分子，大家平
时都热心做公益，助学助残助困，
帮助素不相识的人。远亲不如近
邻，当我们身边的邻居有需要时，
何不发挥成人之美的美德，一道享
受电梯带来的生活便利呢？”入情
入理的话语让居民产生了共鸣，反
对的声音日渐消失。

再次针对楼道的不同结构，采
取“提议带动骨干，骨干带动楼组”
的点、线、面立体形式展开，发动受
益 居 民 参 与 ，提 出“ 一 楼 组 一 方
案”。“小区楼道中，有 1 梯两户共
12 户居民的，也有 1 梯四户共 24
户居民的，还有临街商铺上面复式
楼层只有两户居民的，讨论方案时
不能一刀切，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充分发挥居民的聪明才智。”陈
赛花表示。

群众自治，打造加装
样板

2018 年 3 月 ，仅 仅 花 了 3 个
月，海曙区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在三鼎坊 169 弄 9 号投用。这一项
目运用“积木式”加装方式，通过钢
结构通道使电梯井与楼梯休息平
台相连接。如果以后这栋楼不再需
要加装电梯了，“积木”在使用寿命
期内还可以被移至其他有需要的
居民楼，实现“共享”模式。

而 2018 年底投用的玫瑰苑小
区 36 弄 15 号加装电梯则是宁波首
部 24 户多层住宅电梯。这一电梯
采用“建廊桥”的方式，通过每层新
修的通道使电梯口与每户居民家
门口直接相通，不仅让电梯使用效
率最大化，而且每层还新增 12.8 平
方米“共享空间”。

加装“样板”电梯亮相的背后，
居民骨干组成“帮扶团”积极自治
功不可没。以玫瑰苑 36 弄 15 号楼
道为例，在楼道组长鱼雅芳带领
下，根据楼道居民特长，成立了由
5 名居民骨干组成的自治小组，全
程负责征求意见、确定方案、监管
施工、后期维护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24 户居
民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平时我与

邻居走得近，我来牵头做工作，更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今年 68 岁的
鱼雅芳被居民称为“热心肠”，平时
邻居家里电路跳闸、水管漏水等，
她都会帮助联系师傅上门维修；有
出租户干脆把钥匙交给她，让她帮
助“看家”，这次她一次次上门做思
想工作，不仅取得了所有住户的同
意，还敲定了“建廊桥”的方案，并
就居民最关注的资金问题，分别征
询意见，最终确定了出资方案：6
楼 40% 、5 楼 30% 、4 楼 19% 、3 楼
8%、2 楼 3%、1 楼无须出资。

“三天就成功集齐全部资金。”
鱼雅芳欣慰地表示，平时邻里关系
就融洽，电梯装好后，大家在新建
的“廊桥”上养花草、讲大道、聚会
聚餐，其乐融融，“‘老墙门’的感觉
又回来了。”

安丰社区的成功经验，吸引了
其他社区居民前来取经，也助推白
云街道其他社区电梯加装速度。目
前，白云街道已加装 7 部电梯，今
年将在 9 个小区再加装 18 部电梯，
其中 5 部进入施工阶段，6 部获得
施工审批，正在施工和已审批数量
占宁波市全年目标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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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6 月 18 日，在奉化大堰镇商
会，区里的地方志专家和镇相关
领导汇聚一堂，对村民王春盛编
纂的 《徐马站村志》 进行评审。

20 余 万 字 的 村 志 ， 厚 厚 一
本 ， 整 齐 码 放 在 桌 上 。 很 难 想
像，这样一部体例规范、内容翔
实的村志，竟出自一名送煤气工
之手。当专家给出“通过”的结
论后，王春盛喜不自禁：“七年的
付出，终于得偿夙愿！”

今年 47 周岁的王春盛，是大
堰王家村村民，从 25 岁起，就干
起了代充煤气的工作，靠辛勤劳

动支撑起家庭。王春盛还有个特
别的爱好，喜欢研读各种宗谱、
史料和地方志。在他所居住的奉
化南郊家中，小小的客厅堆满了
从 各 处 搜 罗 、 借 来 的 资 料 、 书
籍。白天，王春盛骑着三轮车，
走街串巷，休闲时，他一头扎进
了史料堆里，自得其乐。

“我 10 岁离开了大堰，但对
故乡感情很深。”王春盛说，2003
年，王家村修了一本宗谱，他还
提供了部分资料。可宗谱拿到手
一看，王春盛发现其中有关始祖
的描述有出入，村史还能再往前
推，决心自己动手，重新修一本
宗谱。

王春盛修谱极为认真。老的
宗谱资料很多是直排的文言文，
还是繁体字，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读 起 来 很 吃 力 。 他 用 上 “ 笨 办
法”，学会使用电脑，把繁体字变
作简体字，将文言文一句句翻译
成白话文。有些资料里提到的历

史名人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他
上图书馆查史书，定要弄清楚。
如此一步一脚，艰难地修了七八
年，到 2013 年，王春盛个人修的

《王氏宗谱》 付印成册。
在修谱过程中，王春盛深入

梳理村庄的“前世今生”。他对记
者说，徐马站由徐家、程家、王
家三村合并而成，现在户籍人口
有 1500 多人，可实际居住人口还
不 到 200 人 ， 几 乎 全 是 老 年 人 。

“也许再过几年，村庄就消失了。
我既然已积累了这么多资料，就
想写一本村志，让年轻人记住家
乡，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编写村志，有规定的体例，
纲目、内容、字数、结构等，要
求可比修谱高多了，也难多了。
2013 年 秋 天 起 ， 王 春 盛 为 编 纂

《徐马站村志》 做准备，一有空
闲，就去档案馆、文保所、镇政
府找资料，甚至到舟山、慈溪、
余 姚 等 地 ， 寻 访 早 年 搬 出 去 的

人，记录村庄的传统文化，向有
关专家虚心求教，光各种资料、
书籍就积累了数十公斤。

为了编纂村志，王春盛放弃
了很多做生意赚钱的时间，还自
己倒贴不少钱进去。“我不抽烟、
不打牌，一门心思放在村志上。”
王春盛说，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
算好，但妻子和女儿了解他对家
乡的感情，一直很支持。

2016 年，政府部门开始推行
基层志的编修工作，王春盛个人
编纂村志逐渐被纳入政府支持项
目 。 经 过 7 年 的 不 懈 坚 持 ，《徐
马 站 村 志》 终 于 杀 青 。 王 春 盛
说，今年镇里又要进行新一轮并
村，这本村志将在并村后付印出
版。

除了爱好修谱编村志，王春
盛还是一位“热心肠”。早在 2002
年，他就开始无偿献血，还加入

“ 中 国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资 料
库”，先后多次荣获宁波市、浙江

省和全国的无偿献血奉献奖。他
还资助了一名贵州丹寨籍小学生
至初中毕业。

“编纂基层志， 就 需 要 王 春
盛这样顶真、有韧性的人，这份
情怀十分难得！”奉化区委党史
研 究 室 （区 志 办） 主 任 陈 黎 明
说，王春盛编修的村志很符合要
求，“他为家乡留下了一份宝贵
的财富。”

奉化这位送煤气工不简单——

七年独力编纂20余万字村志

记者 黄程 通讯员 张孝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
这句在江北流传已久的老话，道出
了童家村当年的殷实富庶。

童家村地处江北区庄桥街道北
面，毗邻镇海骆驼街道，有前童、
后童、祠堂童等 7 个自然村。村子
历史悠久，经商传统已有数百年。
明代的童景晨，清代的童鼎昌、童
聚培、童祥全一直是宁波乃至浙东
地区营商典范。

时光荏苒，今天的童家村已无
往日的热闹，却在深厚的文化底蕴
上发展升华，多了一份从容和优
雅。这个拥有 7 条河道的江南水
乡 ， 于 今 年 获 评 “ 宁 波 水 美 村
庄”，目前，童家村正在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中朝着“院士故里、和
美童家”的发展目标前进。

童家村党支部书记穆世勇说：
“打造‘院士故里’，源自童家诞生
了两位学术名人——生物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坦君，电子信息
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童志
鹏。在比较了好人文化、药商文
化、风筝文化后，我们选择这一最
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特色作为核
心，契合当下尊重知识、尊重科学
的主题。”

童志鹏出生在童家村。走入童
志鹏故居，院内青石铺地，建筑分
前院、后院、左右厢房。童志鹏院
士的一生，怀报国之志出国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回国报效，拳拳之心
值得铭记。

另 一 发 展 目 标 是 “ 和 美 童
家”。“和”是希望童家村在崇尚知
识、崇尚科学的氛围下，用优良的
传统乡风文明，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 ， 实 现 和 谐 发 展 ， 和 睦 发 展 ；

“美”是期待童家村通过三年的改
造提升，最终实现“美丽乡村、美
丽河湖、美丽田园”的目标。

面对新目标，童家村已经有了
不错的基础。近三年来，该村积极
向 上 争 取 资 金 项 目 ， 累 计 投 入
1100 万 元 ， 完 成 杜 姚 线 绿 化 提
升、三居美化靓化、童市古街改造
提升、水环境整治提升等项目建
设，整村核心部分大童自然村古村
面貌已现雏形。

乡村变美了，如何保持、提
升？关键在“善治”。童家村探索
实施“环境分红”机制，不断完善

“环境分红”的实施细则，从最初
单一的环境卫生考核进一步充实为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垃圾分类、
门前巷尾环境等多项内容，细化奖
罚措施，成为村级推进社会治理的
一种重要借鉴模式。随着乡村治理
的完善，童家村先后获得市民主法
治示范村、市三治融合示范村、市
好家风好家训十大名村等荣誉。

古建筑群是童家村的一大特
色，为童家村的美增添了韵味。到
了童家村，有一座“砖雕台门”一
定要去看看。其主体结构为一座正
楼，分别雕刻着八仙、白鹤、人
物、花朵等，雕刻精美，规格之大
为浙东少见。

童家村建有童氏宗祠，是江北
保存最完好的祠堂之一，立于市井
之畔，在经历风雨沧桑、阅尽人间
春秋之后，仍向人们显示其昔日的
风采。祠堂前一条小河，对面是村
民的住房，一座座短、窄的古桥连
接两岸，一派江南水乡的优雅景
象。

“旧时，宗祠对于族亲来说是
威严与公平的象征，就连夫妻吵架
都会到宗祠评评理。如今，虽说宗
祠的功能不同以往，但它仍是落叶
归根的‘魂’，现在已成为传承文化，
延续优秀族训、家风的好场所，也是
村民议事的民主讲堂。”曾在童家村
任职 17 年的老支书林亨达说。

今年 3 月，江北区政协就推进
童家村美丽乡村建设开展“请你来
协商·委员议事”协商现场会，政
协委员纷纷为童家村美丽乡村建设
出 谋 划 策 。“ 相 关 部 门 要 思 想 统
一，重点关注，持续参与童家村美
丽乡村建设；童家村要努力打造乡
村治理样板和示范，积极探索村民
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江北区政
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江北童家村江北童家村：：
““院士故里院士故里、、
和美童家和美童家””

童家村一角童家村一角。。
（（张培坚张培坚 黄程黄程 摄摄））

2020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及：“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
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
多样社区服务。”“加装电梯”
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加装电梯”作为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的基础内容，是居
民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品
质的新需求和新愿望，对推动
老小区改造、带动社区价值提
升、促进存量房流转发挥了积
极作用。

然而，在实际推进电梯加
装工作的过程中，多数小区并
不顺利，面临着低层业主协商
难、个人出资压力大、出租户
主积极性差等五花八门的难

题。
白云街道安丰社区党委主

动作为，因地制宜，加速度推
进辖区既有住宅成功加装电
梯，体现了“群众有所呼，政
府有所应”的优良工作作风。

从白云街道的成功经验可
以看到，加装电梯离不开天时
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是最
关键的因素。社区“领头雁”
带领进行顶层设计、物居业多
方协作、居民骨干勇于奉献，
邻里和睦相处，人人积极参与
社区事务、共同协商解决难
题，这关乎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的提升，也关乎基层高效治
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陈朝霞）电梯加装施工现场电梯加装施工现场。。

玫瑰苑玫瑰苑3636弄弄1515号楼道号楼道““建廊桥建廊桥””式加装电梯式加装电梯。。（（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王春盛在送煤气间隙，记录有
关村庄的资料。

（毛节常 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