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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拆迁办的基层工作人员，1986年
出生的秦苏斌是拆迁工作组里最年轻的一
位。从去年6月孔浦街道启动拆迁到今年12
月底，秦苏斌已经记不清自己加了多少个班
了。“尤其是遇到集中签约期，加班就更频繁。
平时工作日晚10点后下班，周末全天加班已
经成了家常便饭。”小秦家住海曙，上班地点在
江北孔浦，上班坐地铁，下班常常赶不上最后
一班地铁。

加班都在忙些什么？小秦告诉记者：“拆

迁的前提是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要给拆迁居
民讲解政策，替他们算补偿面积、补偿价格，为
他们联系评估、办证等。有的拆迁居民平时要
上班，我们只有双休日加班上门才能和他们碰
上面。有时还要为拆迁户寻找临时安置用房、
联系搬家公司等。”

连续半年的拆迁工作，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加班中度过，尚未谈恋爱的小秦，在同事中人
缘很好，也经常有同事开玩笑地说：“小秦，你每
天这么忙，都没时间谈恋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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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棚改
是如何“刷”出新速度的
——走近棚改一线工作人员

顾玲玲在向居民介绍棚改政策。

2014年宁波全市启动棚改，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城市棚
户区改造10万户、1000万平方米，基本消除安全隐患严重的
成片危旧住宅区，全面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

记者了解到，在棚改一线，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班是一
线工作人员的工作常态，他们却告诉记者：“没有时间陪伴家
人是有遗憾，但是棚改工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大事，我们责
无旁贷。”正是有这样一批不怕吃苦不喊累的工作人员，宁波
棚改频频“刷”出新速度。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李冬冬/文 刘波/摄

不久前，位于镇海骆驼汶骆路新马家桥饭店开张
了。郑振宏代表D2地块拆迁组，受邀参加了饭店的
开业，还送去一对花瓶。已和郑振宏成为朋友的老连
夫妇，笑脸相迎走出来，场面十分温馨。而早在5个
月前，他们却是“拒拆”居民和“劝拆”工作人员的关
系，见面冷冰冰，甚至说不上一句话。

去年7月，镇海骆驼街道D2地块启动拆迁征收
工作。在前期拆迁意愿征询时，一户住房内开饭店的
居民一口咬住“不拆”。“我们了解到，这户夫妻俩有2
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在自己居住的木结构房屋内经营
一家小饭店。一旦拆迁，意味着断了他们的生活来
源。”郑振宏了解到这户居民的困难后，也心生同情。

郑振宏屡次上门苦口婆心地劝说，老连妻子却抛
过来一句话：“让我们拆也可以，帮我们找到开饭店的
店面，我们就同意拆！”

“我是土生土长的骆驼人，附近都拆迁了，想找到
一个店面很不容易。好的店面价格昂贵，要找到符合
他们心意的店面更是难上加难。”郑振宏说。郑振宏的
同事陆金妹告诉记者：“我们组长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后，一段时间来，我们看他一个人开着车，绕着骆驼街
道一圈一圈地转，我们知道，他在给老连夫妇找店面
呢！不仅如此，他还发动我们一起关注合适的店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家合适的
店面。老连夫妇去看了后也很满意，终于在拆迁同意
书上签了字。

接下来，郑振宏成了老连夫妇值得信赖的朋友，
老连店面的工商执照变更要拉着郑振宏一起去办理；
老连的店铺装修，也要郑振宏来当参谋……

正是有着许多像郑振宏这样的一线工作人员，作
为宁波单体最大的棚改项目的骆驼棚改项目单日签
约量和签约效率均刷新“宁波记录”。前7个地块签
约率超过80%，平均仅用了13天，最快的仅用了5
天。

作为江北区2016年最大的旧城区改建项
目，槐树路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涉及1798户
居民。居民中七八十岁上了年纪的有不少。
虽然老年居民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强烈，却
对拆迁后能不能找到合适住房的问题十分担
忧。

82岁的姚老师夫妻俩在槐树小区44平方
米老房子里住了20年。要拆迁了，担心找不到
房子，一直不愿意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我们不
是不愿意签，你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子女都很
忙也没时间帮我们找房。动用几十万、上百万
元购房款不是小事，让我们老人花大量的时间
去看房，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老人对顾玲
玲道出了心声。

要说服老人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没有其他
办法，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帮助老人找房子。拆
迁办的工作十分忙碌，只有利用休息的时间帮
老人找房子。“老人对房子有四个要求，一是离

医院要近；二是，小区配套成熟，生活要方便；三
是，要有装修，最好不用再装修就能居住；四是，
面积在70-80平方米之间，房价在100万元左
右。”带着老人的要求，顾玲玲开始联系中介，对
附近房源做起了梳理，利用空余时候陪着老人
走遍了附近的宝翠茗苑、天成家园、天沁家园等
小区的房源。同时帮助家庭收集齐住房困难各
项证明申请补偿金额7万余元。“去看了之后，
有的房子装修不好，要重新装修才能入住；有的
户型不好，利用率不高；有的朝向不好，老人更
愿意居住朝南的阳光房……”

经过一个多月的找房子，仍然没有找到满
意的房子，但是顾玲玲并没有放弃，经过多方打
听，终于在三和嘉园找到了一套80平方米售价
95万元的房子。“老人对这套房子一眼看中，很
满意！”顾玲玲高兴地说。找到了房子，老人高
高兴兴地在征收协议上签了字，还夸顾玲玲做
了一件大好事。

陪八旬老人找房一个多月
顾玲玲：江北区中马街道拆迁办工作人员

同事们笑称小秦没时间谈恋爱
秦苏斌：江北区孔浦街道拆迁办工作人员

从冷面相对到热情相迎
郑振宏：镇海骆驼街道棚改
D2地块拆迁工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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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张立 唐锋）“王师
傅，你在家吗？”“小陈，你等我十分钟，马上回来。”昨
日上午，海曙区段塘街道小漕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承约
了拆迁户王师傅，想趁着年关临近，一来对王师傅表
示慰问，二来再把拆迁事宜和王师傅“交个底”，看看
春节前能否再去协调一下他和几个兄弟姐妹的关系。

作为宁波市三江片区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
目，段塘村旧村改造于2013年启动，并于翌年基本
完成签约。但截至目前，仍有数十户居民和王师傅
一样动迁未果。征地拿不下，安置房就迟迟开不了
工，已经签约的2千多户居民难免有点急，年关时
节，跑来街道社区打听情况的也多起来。

“剩下来还没签约的，大部分因为家庭成员之间
关系比较复杂，产权人已经过世，名下子女又较多，
分配问题存有纠纷。”自从段塘村旧村改造项目启动
以来，陈承就多了一个拆迁办工作人员的身份。这
份工作可不好干，每天连轴转、“白加黑”不说，政策

一遍一遍讲，一度喉咙都失声了。
王师傅是眼下仍未“谈拢”的少数拆迁户之一。

在去王师傅家的路上，沿途的居民房都已是人去楼
空。陈承说，王师傅心里还是很希望顺利拆迁安置，
但由于一些家族矛盾，始终难出结果。而王师傅见
到陈承倍感亲切。“小陈，你帮我约约看，跟大哥大姐
们好好商量。”“好的，我开车来接你一起去，马上春
节了，一家人坐下好好谈。”短短几分钟，陈承把王师
傅的意见和困难以及对拆迁安置的想法统统记了下
来，并答应他尽力帮助解决其低保和就业的难题。

“这么大的民生实事不能因此停摆。”着急的还
有一直忙拆迁工作的邱建光。这几年，邱建光记不
清上门走访了多少次，面对僵持不下的居民，他始终
秉持群众工作至上。为了与拆迁群众熟络感情，邱
建光一有空就敲开这零星几个住户的房门，讲讲拆
迁政策，说说未来规划，问问实际困难。

“几户居民其实不抵制拆迁，心里还是希望过上

好日子。特别是眼下春节快到了，大家也都希望早
点把‘心结’解了，过个好年。”邱建光表示，每次都会
不厌其烦地给居民算好经济账，真情服务多了，总是
能出效果。

陈老太一家是街道前几天刚谈好的一位拆迁
户。因为老太膝下有6位子女，子女一度为分房闹
得不可开交。“家族矛盾是眼下拆迁征收工作的最大
阻力，因为涉及个人经济利益，一些财产继承人常常
为了眼前利益而割舍彼此亲情，这是我们最不愿意
看到的。”街道拆迁办工作人员舒群贤告诉记者，如
今，工作人员面对拆迁户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谈
心”，通过谈心了解群众的困难，打开群众“心结”，消
弭群众顾虑。

段塘街道党委书记裘骥直言，现在已到了段塘
村旧村改造的扫尾阶段，工作再难也要咬着牙干。
据悉，多日的奔波终于换来了成功签约搬迁20户的
成果，还有重点地块之一的段塘学校地块实现清零。

解了“心结”，拆迁户们过个好年
城区规模最大的段塘旧村改造加速扫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