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走进棚改片区

倾听“留守者”心声

虽然在坚守
其实也想走
本报记者 董从哲

2012年1月8日 星期日
编辑：王健 美编：牛长婧 组版：继红

A04山东

差价挺高，

公摊也不小

2011年12月的一个上
午，济南官扎营棚改片区，
50岁的李治柱在街口的自
来水龙头下洗衣服。5000多
户要拆迁搬走的邻居中，
95%的搬走了，他属于还在
原地坚持的5%。

李治柱说，他在车站后
街43号的房子属于祖产私
宅，爷爷的上一辈就在这里
居住了。“房产证上是58 . 9
平米，整个院子是113平米，
拆迁办答应的条件是两套
59平米的房子，但要缴纳约
30万元的差价。我交不起差
价。如果有那些钱，我们早
就不在这里住了。”

因房子的补偿得不到
满意的答复，李治柱辞去了
开货车的工作，在家里应对
拆迁事宜。他的妻子在外面
找了个活干。

“好在不断水断电，我
在家还能过，天冷也没办
法，水管子冻住了就烤烤。”
记者看到，李治柱在屋里用
电暖器取暖，但是窗户漏
风，屋里很冷。

这些低矮的棚户区里，
几乎家家都在外面上公共
厕所，一些井盖子被人偷走
了，又没有路灯，晚上起夜
要摸黑出门。

“我们为什么不走？”李
治柱说，“给我两套59平米
的房子，公摊面积就20多个

平方，去了公摊面积，还不
如我现在一套房子住的地
方大呢。再说，我院子113平
米，土地价为什么不补偿
呢？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附近没有搬走的张老
太太看见记者采访，赶过来
说，“我家也是私房，说可以
给我三套房子，都是50多平
米的，但总共交5 0多万差
价！这怎么行？”

家里人多，

楼房住不开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
些居民其实想搬走，但家里
人多，住楼房住不下。济南市
槐荫区北大槐树片区，北大
槐树街182号的王寿荣老人，
就因为拆迁拆出了“麻烦”。

王寿荣住的房子属于
姊妹四个人所有，他家七口
人借住在这里的8间房，总
算能住开。一旦拆迁，他家
就不够住了。

“一拆，房子就得姊妹
四个分，我也就是分套23平
米的新房子，我们家七口
人，怎么住得开呢？”老人拿
出自己的工资折给记者看，

“我原先是东风运输公司的
运输工人，每个月才1400多
元退休金，你说咋够买房子
啊。就是交得起差价，房子
也不够住啊。”

王寿荣说，自己祖祖辈
辈在这里住着，没想到能搬
迁住上新房子，很多老邻居
都走了，“我也想走，但是走

不了，很愁人。”
家住162号的高老太也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拆迁成
为这个家迈不过去的坎儿。
她告诉记者，老伴去世了，
自己是退休工人，和下岗的
一儿一女在这套房子里住，
因为房子间数多，她还能往
外出租一些，每个月能有
1000元额外收入。

高老太说，补偿方案是
给她两套房子，具体面积记
不住了，需要交纳差价20多
万元，“两个孩子都还没有结
婚，又没有工作，我的收入
低，攒不下20多万元的房钱。
就算是钱够了，也住不开。”

还有住户相不中将来
的新房子。北大槐树200号
的杨兆辉家，房子有200多
平米，一部分房子没有证。
去选房的时候，他挑了一个
100 . 8平米的，但是一看户
型图，他犹豫了。“实用面积
才6 0多个平米，公摊那么
多。而且他们告诉我，33楼
下午两点左右才能见到阳
光。这咋住呢？”

济南胶济铁路北侧官扎

营棚户片区，几座零星的房

屋仍在“坚守”。冬日里，寒风

吹过空旷的废墟和灰色的砖

瓦房，几个行色匆匆的市民

借道而过，让人感到一丝生

气。2009年，官扎营旧棚户区

改造工作拉开大幕，但种种

原因使得有些居民没有搬

迁，改造陷入僵局。近日，记

者走进棚改片区，倾听“留守

者”心声，探访“留守”原因。

济南市天桥区官扎营棚户片区居民时庆美在自家厨房做饭，她不久前签了协议，即
将搬离已经住了20年的房子。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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