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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欧玉莹

本报讯 从去年起，为了改变

上海郊县村落房屋松散规划，零散

建造，将耕地农田分割得支离破碎

的现状，上海金山区廊下镇试点为

农户统一建造高品质的安置小区，

在确保农民各方面的利益下，将原

有住宅的宅基地置换出来，恢复成

耕地，打造整片的规范化的基本农

田保护示范区。今年年内，廊下镇

南 塘 村 1 41 户 农 户 就 将 入 住 这 些

别墅。

如今，在金山廊下镇的农民安

置小区，近百栋江南特色的别墅已

经建好。每栋别墅都有四室两厅，

总 面 积 近 两 百 平 方 米 ， 还 附 带 车

库，配置完整，质量过硬。金山廊下

镇 农 民 安 置 小 区 建 筑 工 程 负 责 人

介绍道：“ 我们的房子都是砖混结

构，楼板屋面都是现 浇 的 ，有 防 震

功能的。”

农户们对新住宅都表示满意，在

一年前得知自己将要离开老宅时，农

户们还曾经忐忑了一阵子。南塘村村

民夏火连说:“ 当时就怕我们原来农

村的宅基地就要取消了，还有我们农

民原来的利益要受影响。”

为了确保农户利益，金山区政府

会同廊下镇政府一起制定了“ 三不

变”原则，即置换农户的原户籍身份

不变，宅基地性质不变等各种福利保

持不变，此外农户以旧宅基地置换新

宅基地还能给予一定补偿。

金山区廊下镇党委书记陈国忠

说：“ 基本上农民不出钱的，农民置换

以后获得的补偿，再加上装潢，还可

以略有获益。”

据悉，目前小区二三期工程已

经动工，未来能安置农户近600户，

通过这一方式，农户腾出了旧宅基

地 将 近 1 200 亩 ， 将 全 部 恢 复 成 耕

地，并进行适当养护 ，与 原 有 耕 地

连成片的高标准基本农田，最终将

建成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

据 了 解 ， 金 山 廊 下 镇 的 试 点 完 成

后，类似的土地整治项目将在全市

各郊县推开。

昨天傍晚，根据小轩轩父亲李雨

晨提供的线索，本报记者联系上了爱

心捐助人孙老太太的女儿。

电话拨通后，孙老太太的女儿得

知是采访捐款的事情，她低调地回应

说：“ 这不是什么大事情，母亲的心愿

很简单，就是能够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

饱含慈爱之心的孙老太太年过

九旬，退休前是浦东新区一所学校的

老师，老太太的女儿如此形容这名为

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老

教师：“ 老人家平时生活很朴素，对待

自己十分节俭。”

“ 昨天一早我就接到了老太太的

电话，她听完我的讲述，很关心孩子

的伤情，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孩

子。她的女儿仔细和我核对完我的银

行卡账号，郑重表示会为自己的母亲

尽一份心意。”很快地，李雨晨收到了

孙老太太汇来的5000元善款。

感动不已的李雨晨在电话那端

对记者说：“ 收到孙老太太汇来的钱，

我除了感动还有很深的愧疚。她老人家

对自己不舍得花钱，为了我的孩子却毫

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她和前天那位专程

来送善款的‘ 上海爷叔’还有其他好心

人，都是我无以为报的大恩人！”

生活俭朴的9旬老太汇来5000元
轩轩父亲承诺：所有捐款全部用作手术经费

将农民请进小区 上海试点宅基地复耕

长阳路延伸工程
开始环评公示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长阳路将

有望延伸到军工路。记者日前获悉，

长阳路延伸工程目前已进入环评公

示阶段。该工程西起内江路，东至军

工路，道路全长965.52米，建设规模

为双向四快二慢，设计车速40km/h。

建成后又将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一

条重要的东西向城市道路。

记者了解到，此次长阳路延伸工

程（ 内江路———军工路）介于东西向

道路规划周家嘴路与平凉路之间，与

西侧的曲阜路———长治路相连，横贯

上海市浦西中心区的闸北、虹口及杨

浦三大区域。

长阳路延伸工程地处定海街道，

属城市旧区，此工程的完工将有利于

上海市及杨浦区市政道路网络，而且

有利于促性复兴岛的开发建设，推进

旧区的改造建设。

超七成市民婚后
愿与TA共还房贷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 七夕”

向来是新人们领证结婚的大好日子。

在中国情人节来临之际，日前，触动

传媒在上海等地进行了关于“ 婚恋

观”的调研，共有超过1 59万人次完

成了问卷。结果显示，六成被调查者

希望在29岁前结婚生子；婚后超七成

被调查者愿与另一半共同承担房贷。

调查还发现，有六成左右的被调

查者希望在29岁之前完婚并生育，其

中女性比例比男性高三个百分点左

右；同时，不打算结婚和生子的，仅占

一成左右。这说明中国人传统家庭观

念根深蒂固。

中国人的另一个传统观念：有了

房子才有家。此次调研中，赞成裸婚

的乘客占45.6%，其中男性乘客比例

高于女性乘客5个百分点，但仅有不

到三成的人可能愿意实践裸婚；同

时，认为结婚必须买房子的乘客有

36.5%，看情况为33.8%，认为房子不是

结婚必需品的仅为1 7.1 %。当然，超七

成被调查者愿意和另一半共同承担

房贷。另外，超过一半被调查者认为

结婚必须办婚宴。

“ 运动静安”APP
提供白领免费健身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白领工作

时间相对固定，只能在下班后或周末

运动，却经常碰到没有场地的情况。

还有白领经常抱怨，去健身房太贵、

太远，其实一些免费或低价的健身场

馆也许就在你工作的Of f i ce周边。在

静安区“ 30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阶

段性成果展示会上，静安区在全市率

先发布了一款独特的“ 运动静安”智

能手机APP应用，楼宇白领想要去健

身，5分钟内就可以找到最近的社区

健身点，兴致Hi gh了还能租借健身器

材回家练习。据悉，目前这款APP这两

天还在做最后的调试，8月将上线面

对在静安工作和生活的市民。

烧伤男孩小轩轩（ 详见本报8月9日A06版《 身背16万债务 全家街头行乞》）的命运
正牵挂着越来越多的好心人。昨天，青年报记者从小轩轩父亲那里获悉，除了爱心妈妈、上
海爷叔外，昨日一位省吃俭用、年过9旬的退休教师孙老太太，郑重地向小轩轩的父亲汇去
了5000元的善款。看见前来捐款的人络绎不绝，小轩轩的父亲坚定地说：“ 感谢每一位好
心人，我会把所有捐款全部用作孩子的手术。” 青年报记者 卢燕

这些天，李雨晨接到了很多慰问

电话，有的好心人向他要去银行卡账

号，连汇款人名字都不肯留，就把善

款汇了过去。有两三次，李雨晨电话

回拨过去想要记下这些好心人的名

字，可对方只是安慰他：“ 你别给自

己太大心理压力，还是要专心照顾好

孩子和老婆。”

李雨晨对本报记者说：“ 昨天，我

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他把我的账号

要过去以后给我汇过来1 000元，我反

复追问他，但他怎么也不肯说自己的

名字，他只说自己也是外地来沪打工

的，还说了一句‘ 我们都不容易’。”

记者昨日还对打来电话的热心

读者逐一回访，一位年仅21 岁的朱姓

小伙告诉记者：“ 我来上海工作不

久，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打工仔。知

道像小轩轩一家这样受到意外伤害

走投无路的情况，我会发动同乡会为

他们想办法。”

一位年过5旬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说：“ 我自己在上海从事家政工作多

年，我也有一个像小轩轩这么大的外

孙，看到你们报道上那张孩子亲吻妈

妈的照片，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联想

到我的女儿和外孙。这么小的孩子就

要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如果是我自己

的外孙，我肯定会揪心的疼。虽然我住

的地方离他们行乞的位置比较远，但

是我做完家政就要去看他们。”

除了捐款与看望，还有不少读者

未雨绸缪地考虑到小轩轩的内心想

法，一位家有小女的汪女士回应本报

记者说：“ 看报道说孩子下周有望穿

上抗疤的弹力衣，孩子虽然小可知道

自己身上有疤肯定会影响美观。我的

小女儿和小轩轩一般大，已经知道身

上有疤害怕被人看到，我想给孩子送

去一些他喜欢穿的衣物。”

爱心母亲魏女士2000元、魏女士

丈夫500元、冯女士500元⋯⋯这几天，

小轩轩的父亲仔细记下了每一笔善

款。到了夜晚，地铁口关门后，他和小轩

轩的母亲依然在街头寻找着临时避暑

的地方：“ 这些善款全都是要拿去给孩

子做手术用的，这里面的一分一毫我

和他妈妈都不舍得花，也不敢乱花。我

不知道手术最终要花多少钱，但攒钱

给孩子看病是我唯一的一条路！”

九旬老太太“ 生活朴素，心愿简单”

好心人中有 90 后打工仔、50 后家政员

青年报的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好心人伸出援手。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孩子烧伤
街头乞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