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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象山县丹
东街道东风社区工作人员
胡淑华特地去了趟5期棚
改东后巷区块的拆迁现
场，拍了照片发给远在美
国纽约的业主李益峰。她
告诉李益峰，这里将打造
成居住、商业和文化功能
为主的传统城镇风貌展示
区，欢迎他到时候回家乡
看看。

李益峰看了连连说
好，表示一定“常回家看
看”。

胡淑华和李益峰的这
段缘分始于一年前的棚改
拆迁工作……

李益峰决定趁签协议的机会
回国看看。但是到了12月中旬，他
却告诉胡淑华自己女儿要生二胎
了，得马上赶去看望，可能来不及
回国签约了。考虑到这种情况，拆
迁办也同意李益峰在网上签约然
后传真协议过来。

随后，胡淑华将合同全部传给
了李益峰。

眼看去年12月24日的签约截
止日期就要到了，12月20日上午，
胡淑华联系李益峰，准备问他什么
时候能回传合同。但是李益峰迟
迟没有回应，打他手机也关机。

胡淑华一下紧张起来，难道出
了什么意外？万一不能如期签约
那就麻烦了！胡淑华把自己的担
忧向同事和盘托出，大家安慰她，
或许李益峰就在飞回宁波的飞机
上呢。

胡淑华只好如此这般安慰自
己，平复心境。

当天下午1点34分，李益峰的
电话终于打了进来，问胡淑华他们
的办公地点在哪里?

胡淑华听了惊喜万分，李益峰
真的回到了象山！她连忙和同事
一起去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特殊
客人。当李益峰走进胡淑华他们
搭在拆迁工地的简易办公室里时，
李益峰连连感叹“万万没想到”，他
说自己万万没想到国家和政府会
把工作做得如此认真细致，让海外
华裔感受到了那份根的情意；他也
万万没想到这群可爱的人们会如此
艰苦朴素，在简陋的地方做出了这
么温暖的事。“你们太伟大了！”李益
峰细心地把带来的礼物——巧克力
分发给了每个工作人员，还贴心地
给胡淑华的孩子带了小孩喜欢的七
彩巧克力。

随后，李益峰爽快地在合同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高兴地与胡
淑华他们合影留念。

李益峰表示，与胡淑华等人一
个多月的接触，自己对象山乃至中
国社会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现
在爱上了这个温暖的家乡，将来，
他和亲人们还会再回来看望大家
的。

匆匆告别后，李益峰在亲戚邱
师傅的陪同下在象山逗留了两天，
就返回了美国。150多万元的补偿
款，李益峰在和兄妹商量后，留出
部分给了亲戚，感谢他们对老宅的
守望。

而胡淑华现在也多了一个“美
国亲戚”，在国内疫情和美国疫情
肆虐期间，他们都会互致问候，交
流防护经验。虽说房子拆迁了，但
李益峰也特别关注老宅区域拆迁
后的发展，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
那一幕。

在采访中，胡淑华告诉记者，
自己只是在棚改拆迁工作中尽到
了应尽之责，换成别的同事也会这
样做的。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象
山县委统战部门非常重视与海外
华人、华侨的交流和服务工作，与
海外华人、华侨“交朋友，心连心”
已经蔚然成风。“能通过一件小事
帮助一个失联数十年的海外华人
重新认识家乡，了解中国，这样的
辛苦付出非常有意义。”胡淑华道
出了大家的心声。

失联多年美籍华人及时收到
来自家乡的160万元补偿款
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
让他对象山乃至中国社会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棚改项目调查时发现：户主竟远在美国

2019年9月11日，象山第5期
棚改项目正式启动，涉及面积7.5
万多平方米、三个区块的620户人
家。胡淑华和5位同事组成的小
组，负责东后巷区块其中46户人家
的摸排、拆迁意愿征询工作。

通过上门调查，他们发现有一
栋两层小楼，只住着一位老人。老
人说，他不是户主，他住的是自家
女婿的房子。随后，他们又找到了
老人的女婿邱师傅。然而，令他们
意外的是，邱师傅说，这个房子虽

然是他造的，但户主也不是他，而
是新中国成立前移居台湾的一个
叫李国诚的远房亲戚。

他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写有
李国诚名字的房屋产权证。

邱师傅说，当年李国诚去台湾
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李国诚育
有两子一女，后来李国诚去世，他
的孩子们在二三十年前曾回来过
一次。但孩子们都出生在台湾，对
家乡并没有多少印象，那时看到老
宅破旧的样子也没太上心，就让邱

师傅居住着，说以后如果要重新盖
房都由他自己处理。后来生活条
件好了些，邱师傅便把老宅推倒建
了一栋两层小楼。

然而，产权证上写的是李国诚
的名字，就必须找到他的后人来出
面解决此事。否则，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
导致房屋总体征收意愿未达到
90%，那么整个棚改项目将会搁
浅。

“越洋通信”一个月:让失联多年的海外华人深受感动

由于长期未联系，李国诚家人
留给邱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变了，联
络不上。

征询意见的时间只有半个月，
这个意外让大家骤然紧张起来。
好在邱师傅又通过李国诚在慈溪
的另一个亲戚，终于帮助工作组联
系上了远在美国纽约的李国诚的
二儿子李益峰。

工作组的来电让李益峰深感
意外，他们没想到父亲远在祖籍地
的这份“遗产”得到如此尊重。三
兄妹商量后，同意棚改拆迁。

意见征询仅仅用了8天就顺利
结束，总同意率达到95%以上。随
后，拆迁办工作人员开始了为期近
两个月的外业和内业测量工作。
去年12月 5日，签约工作正式启
动，要求在20天内完成。

早在11月底，胡淑华就接手了
与李益峰联络对接的工作，他们互
加了微信。在微信上，胡淑华将棚
改项目的相关政策一一告知，并详

细介绍了补偿方案，并告诉他由于
这是其父亲的房子，按照继承法的
相关规定，如果他们同意拆迁补偿
的话，还需要他们兄妹三人签署授
权书，委托他全权办理。

李益峰答应了，但是他们兄妹
三人分居三地，要把这繁琐的工作
做好，也需要时间。

其间，因为时差关系，胡淑华
通常都是晚上9点过后与李益峰联
系，有时用文字信息，有时语音通
话。碰到李益峰忙的时候，没有回
复，胡淑华就会把手机整晚开着，
等到李益峰回复响铃提醒，她就立
马拿起手机联络。

在胡淑华和李益峰的聊天记
录上，记者看到，这样的回复有时
是晚上12点，有时是凌晨四五点，
这对身患疾病的胡淑华来说并不
容易。尤其是棚改拆迁进入签约
阶段后，很多住户为了补偿问题与
工作组反复协商，白天胡淑华忙得
筋疲力尽，晚上还要照顾正在上初

中的孩子，每晚还准时守候着“越
洋通信”，有时忙不过来，去医院的
定期复查治疗都会拖一拖。

家人看她休息不好，都劝她晚
上关机睡觉，但胡淑华拒绝了。她
说：“对方没回信息肯定是因为很
忙。我一关机万一错过重要信息，
一耽搁就是一两天，这样会影响整
个工作进度。”

就这样，胡淑华和李益峰的
夜间“越洋通信”整整持续了一个
月，每一次胡淑华都会把征迁、签
约相关的工作进度告诉他，及时
向他传送房屋评估报告，李益峰
兄妹也完成了棚改项目所需的所
有工作流程。因为打款的宁波银
行在纽约没有开展业务，胡淑华
在请示上级同意后，将李益峰的
收款账号改成了工商银行。这期
间，胡淑华也给李益峰介绍了家
乡的风貌和变化，把一些家乡美
景的视频和照片也传给了李益峰，
让李益峰深受震撼。

回国签约时连连感叹：万万没想到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周贤 杨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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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华与李益峰的微信聊天记录。

胡淑华（左一）和同事与李益峰（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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