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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棚户区，如今成为了苏州
河沿岸的“中远两湾城”，这一总占地
面积达49.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6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7亿人民币
的工程，于1999年7月正式开工，分
四期建设，2006年2月全面竣工。

历时7年的开发建设，把一个贫
瘠、落后的“两湾一宅”棚户区改造成
为上海内环线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
生态居住园区。

中远两湾城有40%以上的绿化
覆盖率，首层架空、疏密有度的建筑
布局。有6公顷中央公园等8大主题
绿化和1.85公里长的苏州河景观岸
线。

附近既有现代化九年一贯制中
远实验学校，高标准的幼稚园，还有
健身活动场地。中潭路商业休闲街、
灯光网球场、阳光游泳池和高档会所
等商娱设施一应俱全。

周边交通方便，紧邻地铁3、4号

线，车库配置充足，出行十分方便。
当时中远两湾城一期开售时，已

经动迁在外的接正琴一家就咬咬牙
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她
告诉青年报记者，在外面过渡的2年
半里，他们一家四处在找合适的房
源，考虑新房的地理位置。但选来选
去，最后还是选择了曾经住了40年
的已经换了新颜的“老地方”，“住在
这里是有感情的，相信建设好后还更
好。”

接正琴当年的想法得到了印证，
如今她对自己的住房十分满意。

旧城区改造带来了城市建设的
大发展，崛起了“上海万里城”、“中远
两湾城”和“新湖明珠城”等一大批新
型住宅小区。昔日“又破又大”的普
陀，如今变成了靓丽的“西大堂”。旧
改也让近万户住在棚户简屋和危房
的居民乔迁到新村，住上了新房，真
正得到了实惠。

普陀“三湾一弄”成上海第一轮大规模旧区改造的典范

曾经危旧棚户区 如今生态居住地
如今乘坐地铁4号线至中潭路站后，能看到苏州河沿岸的中远两湾城，它的前世，被叫作“两湾一宅”——潭子湾、

潘家湾和王家宅，再加上朱家湾和药水弄，就是曾经沪上颇为出名的穷街陋巷——三湾一弄。
从1985年开始改造药水弄，至2006年中远两湾城全面竣工，“三湾一弄”成为上海第一轮大规模旧区改造的典

范，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上海的巨变。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普陀区，地处市、郊结合部，曾经
基础设施差，二级旧里以下危旧房量
大面广，人口密度和改造成本高。

区域内的潭子湾、潘家湾、朱家
湾和药水弄被称为“三湾一弄”。大
部分是草棚、简屋的药水弄，有约
3800户居民，1985年起，采用单位集
资联建、联建公助、市政投资建设动
迁用房三种方式进行改造，历经十
年，成为了如今的长寿新村。

同时期开始改造的朱家湾，先后
建成管弄小区、信义新村、朱家湾前
浜等小区。进入千禧年后，朱家湾地
区加快了改造的步伐，至2008年，朱
家湾地区新建了华源世界广场、石泉
金融大厦等一批新型住宅区和商务
大楼，面貌焕然一新。

“三湾一弄”中的“两湾”潘家湾
和潭子湾，与王家宅并称为“两湾一
宅”，这一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上海内
环线内最大、最集中的棚户区，位于
中山北路以南、苏州河以北、恒丰路
斜拉桥以西、光复西路以东，总占地
面积49.5公顷。

给“两湾一宅”能贴上这样的标
签：人口密度高，配套设施差，环境污
染严重。

要说当时多艰苦，年近花甲的接正
琴记忆犹新。她人生的前40年都在潘
家湾度过。家里18平方米要住7人，只
要遇上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
小雨，屋里时常有一股霉味，引得老人
频频通宵咳嗽，晚上一家人都休息不
好。蚊虫凶狠，蟑螂、老鼠乱窜。

后来，接正琴结了婚，依旧没离

开潘家湾，电表几家合用一个，冬天
连取暖器都不敢开，容易跳闸。家与
旅馆仅一墙之隔，进出人员十分复
杂。“那时候孩子小，老人身体不好，
对于这样的居住环境真的怨得不得
了，天天盼着能改善。”

原中山北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游华基最熟悉“两湾一宅”的居民如
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水深，是因为
每年夏天一下雨就水漫金山，家里家
具泡在水里，出门必须趟水而走。火
热，是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在逼仄的弄
堂里用煤球炉煮饭、烧水。

除了插队落户，这一生都在这一
区域成长、工作的游华基，最懂像接
正琴这样居民的苦。

接正琴盼望的事，终于在1998
年有了眉目。1998年7月，时任市长
徐匡迪率领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视
察“两湾一宅”，并在现场办公，明确
指出，“两湾一宅”改造工程是上海市
旧城改造的“淮海战役”。

这一年，“两湾一宅”被正式列
入上海市区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
改造范围。整个动迁分三期进行，第
一期动迁王家宅地块，第二期动迁潭
子湾地块，第三期动迁潘家湾地块。
历时10个月，完成了动迁任务。

有一组数据能说明这是创造了
上海动迁投资最大、速度最快、面积
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历史纪录：动
迁成本23.8亿元，共动迁居民8762
户，动迁单位147家，拆除居住房屋
建筑面积37.64万平方米，拆除非居
住房屋建筑面积8.45万平方米。

能创纪录完成工作，背后有着许
多人的倾力付出。

原普陀区委书记谈柏元当年参
与了“两湾一宅”的决策与实施，对这
一地区的改造感受颇深。

他还记得，由于棚户区的“名声
在外”，当时，居民对于改造的呼声很
高，都表达了强烈的意愿。

但现实是，改造规模大，主要资
金落实困难，能想到的只能靠市场参
与，找企业改造。从1997年起，普陀
区先后找了十多家企业，却都迟迟没
有接手，直到找到了实力雄厚的中远
集团，还答应他们如果亏损会从其他
方面进行补偿，免去了企业的后顾之
忧，“当时我们说，这算是支持普陀区
旧区改造，要抱着为人民群众做点实
事的精神来参加。”谈柏元说。

终于确定的那天，谈柏元激动得
都不知自己怎么回的家。这一普陀
区的“头号工程”，动员了全区参加，
提出的是“单位为两湾改造能做什
么”。

通过“两湾一宅”的改造，谈柏元
感到，党和政府是急市民所急，办市
民所需，居民也十分配合，上下齐心，

“能够在前期最艰难的时刻参与决
策，我十分高兴。看到两湾城的现状
又很欣慰、开心，其实旧改的关键，就
是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真正改
善。”

原中山北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游华基则提到了一支一线力量——
街道、居委会干部。他们往往自己既
是动迁对象，又是动迁工作的主力，
还要做化解动迁矛盾的“老娘舅”。

十九大代表、普陀莲花公寓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当年就是一名
有着多重身份的工作主力。在搬去

桃浦前，梁慧丽住在谭子湾。
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层干部

岗位转岗到社区工作，梁慧丽用了三
个月就当上了谭子湾所在的万民居
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

居委会都是“苦”出来的，“两湾
一宅”的居民生活条件艰苦，需要处
理的矛盾自然也不少。每年大年三
十，梁慧丽还要通宵值班，就担心燃
放烟花造成火灾，这是一块连消防车
都开不进的地方，万一着火后果不堪
设想。

梁慧丽也住在谭子湾，1992年
在马路边上造了一栋三层小别墅，煤
卫设备齐全，一家四口人住，十分宽
敞。

接到动迁通知后，梁慧丽不顾婆
婆反对，成为谭子湾第一个与动迁组
签约的，且不谈任何条件。她带着一
家老小住进动迁公司安排的临房，一
住就是一年多，直到“两湾一宅”动迁
全部结束。

作为稳定疏导办公室副组长的
她，还要上门为其他居民做工作，一
家家疏导，一家家动迁，到最后，是走
过一家就插一面小红旗。“为老百姓
做事，就是用党组织的亲和力关心每
一家，这样才有党组织的战斗力。”为
了做工作，当时梁慧丽忙得家都顾不
得，就睡在基地。

2000年，她随“两湾一宅”的动迁
居民一同来到桃浦镇莲花公寓，担任
居委会书记。

如今，每次来到中远两湾城，梁
慧丽都觉得是“回娘家”，也感慨当年
自己努力工作换来了居民的理解，

“我们代表了政府的嘴，老百姓的腿，
所以要用钉钉子的精神做居民区工
作。”

重生 基层干部既是动迁对象又是工作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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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 内环内最大、最集中的棚户区

两湾新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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