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3 日， 虽然天气

寒冷， 但在徐汇务工的农

民工朋友们的心中却感受

到了无比温暖。 一盒盒饱

含徐汇关爱的“大礼包”，

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在徐

汇务工的农民工手中。

张先生是即将返乡过

春节的农民工之一。“每次

回家过年， 总发愁带点什

么年货给家里人， 每年徐

汇区都给我们送温暖，直

接把年货带回家很不错！ ”

张先生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接着说：“今年收入还可

以， 而且项目部对我们的

工资发放从不拖欠。 劳务

施工队管吃管住， 我每个

月还能留点零花钱， 其余

都寄回家里。 ”

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

是农民工兄弟最关心的问

题。 徐汇区依托“法院 + 仲

裁院 + 工会”诉裁调对接平

台， 发挥工会先行调解优

势，提升劳动争议诉前调解

和诉中调解成效。组织工会

干部和维权律师全力做好

涉及工资清欠、 工伤赔偿、

违法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援

助工作，推进“线上 + 线下”

联动普法，确保工资及时足

额发放至农民工手中。

“春节回家之前能拿

到全部的工资， 我们这一

年也没白忙活， 家人手头

有钱，过年也乐呵。 ”一位

来沪务工的农民工说。

写春联、写福字、画年

画、做面塑、猜字谜……在

“情暖工地，喜迎龙年”的活

动现场，即将踏上返乡之路

的 200 多名农民工还在现

场体验到了浓浓的年味，让

返乡之路充满了温馨。

“猜字谜，现场猜对还

有小礼品，虽然礼物不贵，

但是足够温暖。 ”现场一派

和谐喜气的氛围。

春节送温暖活动只是

徐汇众多关爱农民工举措

的一个缩影。据徐汇区总工

会介绍，每年总工会都会组

织农民工进行爱心义诊、赠

送节日礼包、“送文化进工

地”以及“夏送清凉 冬送温

暖 一年四季送关怀” 等常

态化关爱服务活动，同时开

展普法教育与防诈宣传，向

广大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

讲解工资、工伤、劳动保护

以及防诈骗等与农民工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维权知

识，引导其合理运用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权益。

“让农民工在工地上

感受到家的温暖， 这是我

们的责任。 春节前能够让

背井离乡忙碌一年的农民

工无忧返乡， 过上一个温

暖、祥和的春节，我们也很

高兴，祝福他们红红火火、

快快乐乐过大年！ ”徐汇区

总工会工作人员如是说。

�记者 曹香玉 朱亮 陆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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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的第一波寒潮来

袭，上海气温下降明显。 市民在

注意保暖的同时， 也十分关心

“菜篮子”供应是否丰富，价格是

否平稳，记者为此走访了徐汇菜

市场一探究竟。

1 月 24 日上午 9 点， 记者

在复中菜市场看到，货架上摆放

着琳琅满目的新鲜菜品，胡萝卜

2.5 元 / 斤、 莴苣 1.9 元 / 斤、韭

菜 6 元 / 斤……市民们细心挑

选。

其中，一家主打本地农家蔬

菜的摊位颇受欢迎。刚买好菜的

张阿姨是这家的老顾客了，原本

担心天气寒冷会影响菜价，在结

账时却惊喜地发现价格没有太

多变动。“菜价基本和先前保持

差不多，我挺喜欢到他们家来买

菜，南汇本地菜好吃。 ”

菜摊摊主告诉记者：“价格

稍微波动了一下。平常 5 元 2斤

的小青菜，现在卖 3 元 1 斤。 这

些菜早上不好收， 一定要到中

午，等太阳一晒，冰融化了才能

割下来。 ”

记者发现，寒潮来袭对蔬菜

摊主还是有一定影响。除了本地

青菜、塔菜价格有了微涨，其他

菜价基本没有变动。为了保证蔬

菜口感，摊主们会选择将本地菜

露天种植，由于郊区气温比市区

还要低个两三度，他们也将收菜

时间从早晨调整到了中午。

而每逢低温雨雪天气，平价

专柜的“菜价稳定器”作用也愈

加凸显，有效发挥了稳价惠民的

作用。复中菜市场的平价蔬菜专

柜依旧量足价稳，1.5 元 / 斤的

青菜、0.7 元 / 斤的长白萝卜、0.5

元 / 斤的大白菜，吸引了不少市

民驻足挑选。

复中市集经理张国凯告诉

记者：“新徐汇菜篮子公司在徐

汇下设了二十多个菜市场，我们

对接产地确保专门的平价菜销

售，不仅保证供应量充足，同时

还方便居民。”据悉，居民还能电

话订货或在线下单，有需求者可

致电 19512389859。

气温冰点，徐汇市民“菜篮子”量足价稳

带“福”回家

农民工在徐汇感受温暖

�记者 李梦婷

（上接第 1 版）

随着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

“两旧一村”改造，云水别墅的居

民想要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日益

强烈。 徐汇区经过综合评估，考虑

到小区房屋条件已不适宜居住，

且原建筑不存在保留价值， 因此

根据历史照片、图纸等文献资料，

经考证后决定对建筑进行原拆原

建， 还原初始风貌， 改善内部设

施。

“一户一方案”变为“一户几

十个方案”

2021 年 7 月， 天平街道正式

启动襄阳南路 429 弄 1-5 号旧住

房成套改造， 由徐汇区房屋征收

指挥部统筹协调， 徐汇区建管委

（旧改办）、区房管局、徐房集团和

区征收事务所作为支持部门，并

由天平街道牵头组织街道管理

办、区征收公司等成立工作专班。

改造征询工作启动后， 获得几乎

所有 32户居民的支持。

然而， 当机遇要化为具体落

实的方案时， 部分居民却产生了

顾虑：要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故

土”，实在舍不得；搬离后房屋改

造何时能完工， 当中是否会有变

数； 万一回搬不了怎么办……对

于原拆原还， 上海多区已经有多

个成功案例。2021年底，徐汇区龙

华新村 227 套旧房综合改造完

成， 拆落地重建项目的居民都拿

到了新房钥匙。

“但真的轮到自己，居民心里

难免有各种担忧。 ”天平路街道慎

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晓轩告诉

记者， 有位年近七旬的阿姨是孤

老，腿脚不便，得知云水别墅要改

造，老人家很支持，但苦于没有就

近的房屋可以在拆落地改造期间

居住。 为此，街道专班的工作人员

放弃数个休息日， 前后为老人接

洽了 10 余家中介，连续 3 个周末

驾车全程陪同老人实地看房，最

终在 20 余套备选房屋中找到了

符合老人需求的过渡房。

王晓轩介绍， 慎成居民区成

形小区仅 4 个，其余都是老弄堂。

在启动云水别墅改造前， 居民区

内的优秀历史建筑慎成里已经于

2021年 5 月启动了保护性修缮工

程， 居委干部对老房修缮和改造

的方案征询工作已经有一定的经

验。 云水别墅作为新式里弄住宅，

房型多样， 因而改造方案制定之

初就确立了“一户一方案”模式。

“但实际操作中，却是一户几

十个方案。 ”王晓轩说。 居民在楼

内生活数十载， 不少厨卫公用部

位的“属地”划分长期默认，“你家

酱油瓶在这里， 我家醋瓶在那

里。 ”但改造后，每户人家会按比

例新增厨卫面积， 其中涉及对原

有公用部位重新展开合理的分

隔，不少住户都迟迟未达成一致。

最终打动居民的是居委干部

和现场工作人员一次次不厌其烦

的沟通和协调。“方案制定长达一

年多，前后改了几十稿。 ”徐汇区

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项目负

责人表示， 居民们在看到各方都

在为云水别墅改造倾注心力后，

欣然决定“各退一步”，认可了改

造方案。

春暖花开， 就是搬进新家之

时

随着襄阳南路 429 弄 1-5 号

旧住房改造项目顺利生效，2021

年 12 月底，居民全部搬离，施工

队正式进场。

记者从上海徐房建筑实业有

限公司了解到， 云水别墅改造项

目采用了内部整体改造方式，在

保留空间肌理和建筑整体风貌的

前提下， 将原先的泥幔结构推倒

重建为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 建筑内部各楼层空间重新分

隔，调整楼梯位置，使得每户居民

家中都能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

间。

公共楼道则保留了原有的马

赛克瓷砖设计，90 年前的木窗被

替换为中空断桥铝窗，具备保温、

隔热、隔音等效果，居民再也不会

因房屋临街而饱受马路喧嚣之

苦。

王晓轩介绍， 施工期间因疫

情关系，工期有所延长，居民们始

终放心不下老房子的改造， 时常

打电话给居委干部， 或是干脆到

施工现场， 想看着新家从施工围

挡中一点点拔地而起。 为此，天平

街道安排专人定期巡检施工进

度， 并将现场照片发到居民微信

群，及时更新施工情况，居民们悬

着的心总算落地。

农历新年后，春暖花开时，云

水别墅居民就将陆续回搬。1月中

旬， 记者先跟随吴继敏走进她的

新家，全屋定制柜、中央空调和新

风系统均已安装妥当， 软装和家

具进场后， 一家人最快 3 月就能

搬进新家。 在她期待了大半辈子

的独立厨房， 虽然面积有限仅能

同时容纳两人， 但吴阿姨依然很

满足。“这么多年都跟邻居合用煤

卫， 现在总算不用相互迁就生活

习惯，独门独户就是最好的。 ”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舒抒）

龙年新春后首批居民即将回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