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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中午，像往常一样，月河路
那一片筒子楼附近的太平街两侧，
卖熟食、水果、炒货的商贩们摆满了
道路两侧，本已狭窄的太平街被熙
熙攘攘地人群映射的分外拥挤。

水果摊主刘女士正坐在摊前收
听收音机，一阵阵美妙的歌声不断
传出，打发着这被阳光照射的暖洋
洋地时光。在月河危楼拆迁之前，刘
女士一家三口一直在六号楼居住，
40多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十余年。

回想起住筒子楼的那段时光，
刘女士的神情显得很复杂。刘女士
说，她家的房子一室一厅40多平方
米，住着一家三口。楼梯的水泥层已
经破坏，露出下层的黄土，楼道内满
满的灰尘，加上住户随意堆放的物

品，让楼道显得更加狭窄，因没有照
明灯，过道黑暗，白天也的抹黑行
走。一层楼住着四户家庭，两家共用
一个厕所，家里的下水道还经常堵
塞，冬天没有集体供暖，生活极其不
方便，不少经济条件好的居民陆续
搬了出去。

尽管大家都想早日脱离这下水
道时常堵塞、走路抹黑的生活，但对
于靠小本买卖维持生计的刘女士而
言，筒子楼还是给她带来了很多欢
乐和便利。刘女士称，她们家住在一
楼，经营水果买卖的她进进出出都
很方便，而今在芙蓉小区购得一套
两居室楼房，每天还得上下楼搬运
东西；不仅如此，筒子楼存在时，居
住的人格外多，虽然是小本买卖，但
每天的收入还是不错的，筒子楼拆
迁，居民纷纷搬迁，人群骤减。

今年41岁的安丘人孙希山十年
前来到潍坊时，便在月河路上经营
炒菜、熟食、米饭售卖生意，可谓
是见证了月河路近十年的发展变
迁。

回忆起初来潍坊时的那一幕
幕，孙希山陷入了深深地回忆。一
开始的时候，月河路也就是两个车
道宽，因为筒子楼里住户格外多，
大家都在路边摆摊做买卖，五六年
前月河路拓宽改造，商贩纷纷将生
意阵地搬进了太平街。孙希山随即
在月河筒子楼租了一间门头房，继
续从事炒菜售卖生意，房租一个月
一千元。

而今，筒子楼已被拆迁，孙希
山在紧邻筒子楼的太平街北侧租了
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简易房，简易房
用几根柱子撑起，棚顶是几张塑料
油纸，地面铺着一层地板革。但就
是这如此简陋的地方，月租金还每
月六百元。

孙希山介绍说，这些住宅楼是
唐山大地震后潍坊建设的第一批抗
震住宅楼，这些房子的建筑面积在
45平方米左右，住在这里的除了当
时的拆迁户外，还有当时的造纸
厂、橡胶厂、纺织厂等单位的工
人。

随着原居民的陆续离开，筒子
楼成了租住户的集中地。孙希山
称，因为居住条件过于简陋，很多
原著居民陆陆续续的就搬走了，腾
出的房子就对外出租，月租金二三
百元钱。近两年时间，部分房租一
度涨到了近五百元。

据介绍，在附近做买卖的很多
都是饭点骑着三轮车，车斗里装着
熟食、火烧等物品的商贩。每到饭
点之时，居住在筒子楼里的人就会
陆陆续续走出家门，买些吃的，或
蹲在马路边吃，或带回家吃。每每
到了夏日，筒子楼里的居民晚上都
会外出乘凉，彼此之间侃侃大山，
场面甚是热闹。而今这一切，都已
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17日中午放学时间，月河路那一片筒子
楼的废墟上出现了一帮顽童的身影。在太平
街做买卖的商户称，这些孩子每到放学时间
就会三三两两的来这里玩耍。他们会爬到筒
子楼的屋顶向下扔石头 ,他们会趴在窗户上
向马路对面的白色建筑大喊 ,他们甚至会在
晚上拿着手电在废楼里面探险……

据了解，月河危楼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
设计标准低，配套不完善，2008年被省级危房
鉴定部门鉴定为危楼，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直接影响到了广大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每
年均作为全市防汛的重点，居民要求改造的
呼声强烈。为此，潍坊市区两级政府高度重
视，将该片区改造列入2011年民生重点工程。

月河危楼位于潍城区胜利西街以北，东
大街以南，月河路东侧，共有危旧楼房27座，
居民1160户，建筑面积5 . 8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房屋1151户，建筑面积5 . 7万平方米，营业
房9户，建筑面积0 . 1万平方米。

按照规划，月河危楼拆迁后，将向东退出
17米，正因为如此，居民将无法在原地安置，
只能选择异地安置，安置房为高层，位于城区
长松路与北宫西街交叉口西北角，与已经建
成的安顺广场和奥体公园相邻。

月河危楼房屋1160户居民征收补偿已经
正式开始，居民可以通过货币补偿和房屋产
权调换两种方式得到征收补偿，这是目前我
国实行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以来，潍坊市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
居民搬迁。随着工程的进行，月河危楼的居民
将搬入新建设的渤景湾小区入住。

月河路换了新颜

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月河危楼，2008年被鉴定为危楼，居民要求改造的呼声强烈。为此，潍坊市区两级政府高度重
视，将该片区改造列入2011年民生重点工程。月河危楼房屋1160户居民征收补偿已于去年正式开始，居民搬入新建设的
渤景湾小区入住。

这片筒子楼区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城市里再也难觅它们的踪影，只有废墟中那些散落
的旧式挂钟、老式日历……诉说着那最后的一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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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楼成了小孩子的“天堂”。

月河路两边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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