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壹读·民生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李阳 美编：金红 组版：刘淼

■拆违百日风暴·100号院回访

本报记者 张阿凤

拆违的协商会上
困难户当场流泪

李铁柱在信中，将历山路
100号院描述为“违建展览馆”，
各种结构的违章建筑一应俱
全。去年12月1日，王文涛在济
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上当众宣读了这封
信，并要求在场领导干部“对号
入座”。12月2日信件内容向社
会全文公开，从2日到9日，小院
里就没少过记者，最多的时候，
一天能来十几拨。

12月9日，历山路100号违
建正式开拆。考虑到小区历史
和居民生活需要，院子里的违
章建筑没有全拆，而是拆了部
分占用公共道路的砖混结构小
屋和所有的铁皮房，共拆除9
处。违建之外，乱堆乱放的脏乱
差现象，也一并进行了治理。

开拆前3天的12月6日，解
放桥街道办事处邀请了100号
院的5位居民代表召开民主协
商会，倾听居民意见。协商会
上，得知楼下自家的绿色铁皮
屋要拆，满头白发的马玉英落
了泪。

100余天过去了，绿色铁皮
屋已不见踪影，马玉英也暂时
搬离100号院，到了儿子家里
住。聊起百余天前的拆违，马玉
英说自己能理解。“院子里本来
就该是干干净净的，铁皮屋的
存在本身就不合法，只不过当
时确实是生活所迫。”

100号院5号楼建成于1971
年，一梯4户共20户，原本是济
南市金属材料公司宿舍。40多
年过去，老职工的宿舍租的租
卖的卖，如今还住着的老户仅
剩5户左右，马玉英就是这里的
老户之一。

绿色铁皮屋搭建于2010年
左右，那几年是她最困难的时
候，用来卖点烟酒糖茶。据周围
邻居介绍，尽管马玉英夫妇俩
都有退休金，但丈夫却不幸患
上肠癌，从患病到去世，13年的
时间，中间做过几次大手术，平
日也从未断过药。癌症像一个
无底洞，13年足以将一个普通
家庭拖垮。

爱人患病，孩子又尚未毕
业，马玉英那几年靠着这个铁皮
屋的小生意和不多的退休金，支
撑起这个家。后来爱人去世，孩
子也工作结婚，又在别处买了房
子，日子总算好过了起来。

马玉英丈夫去世后，3号楼
的郭萍曾到她家中探望，还给

她送去一些钱，但马玉英坚决
不肯要。“没想到她会在协商会
上落泪，虽然现在日子好了些，
但突然要拆铁皮屋，可能也是
想起当年的苦难，一时难以抑
制吧！”郭萍说。

储藏室被拆不是小事
写进自家的“大事记”

凌晨三点半，刘秀清被闹
钟吵醒，她熟稔地穿衣起床，劈
柴生火，然后去市场批发油条
豆浆。从市场回来天已渐亮，来
不及上楼休息，她直接到附近
大学门口支起摊卖煎饼果子。

历山路100号院早已恢复
平静，刘秀清的生活也重回原
来的轨迹。作为曾受波及的院
内居民，她完全不记得，距离年
前那场“违建风波”已过去100
余天。

和刘秀清不一样的是，侯
爱英却对此事记得很清楚。她
有一个习惯，将发生的大事标
记在挂历上。2016年的老挂历
里，12月初她在旁记着“写信”，
12月9日那天她写着“拆屋”。

这次拆违，也拆掉了侯爱
英家的一间储藏室。她说，12月
9日那天非常冷，街道雇来了专
门的挖掘机，各大媒体的记者
也来了，要采访她。她住5号楼
顶楼，楼下小屋用来放煤炭。用
的时候拿盆子端上来，一盆可
以烧两天。烧起来的炉子既能
取暖也能做饭，还可以烧些洗

衣洗菜的热水。
其实，在小屋拆除前半年，

侯爱英家就安装了电暖器和煤
气罐，只是出于旧习惯，仍未停
止烧炉子。小屋拆了后，她把楼
上的炉子也撤了，专心用起电
暖器和煤气。没了炉子屋里比
之前干净了许多，侯爱英每天
都把地板拖得锃亮，小孙女也
可以满地打滚玩耍了。

100号院的违建房里，还住
着一批外来租户。2号楼下南侧
的一间房子里，李先生已经在
此租住十多年，房租也从500元
涨到800元。

李先生老家河南，从济南
读书毕业后，在一家机械厂做
后勤工作，爱人在印刷厂工作，
两人月收入加起来在四五千。
早些年觉得房子贵，想等等，结
果越等越买不起。如今孩子已
经13岁，刚读初一，他把老人从
河南接来照看孩子，一家四口
在此生活。

“希望租户把这当家”
期待居民素质跟上来

郭萍在楼下也有一间小房
子。和刘秀清、马玉英比起来，
她的家庭状况要好一些。房子
面积虽不大，但屋内窗明几净，
该有的家具、家电一样不少。她
所住的3号楼是原来的济南市
化工局宿舍，也是100号院的6
栋楼中，仅有的两栋通双气的
楼体之一。

和5、6号楼下杂乱无章的
个人自建房不同，3、4号楼作为
化工局宿舍，楼下的小房子是
在最初建楼时，由化工局统一
建设的整排储藏室，因排列有
序，得以保留下来。

对于百余天前李铁柱点名
100号院，郭萍觉得有失客观。
“他可能不了解小区背景，这是
济南老旧小区的历史遗留问
题，不单100号院一家。小区有4
栋楼没有双气，老百姓终究要
过日子，要有地方放蜂窝、电瓶
车和杂物。”

而且郭萍说，和几年前相
比，李铁柱看到的100号院已经
改善了很多。在她记忆里，几年
前的100号院才真的是一个脏
乱差重灾区。早已轧坏的路面
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粗石子；
两个车棚年久失修，顶部直接
露天；空地到处堆满杂物，无人
打理；就连小院的花坛，被搬家
的大车撞坏一角后，很长时间
就那样塌在那里。

在违建拆除前，100号院已
由政府出资，正在做粉刷楼道墙
壁，更换楼道窗户，安装监控、防
盗门和楼宇可视对讲系统等工
作，拆除后又对院内主干道两侧
墙壁进行粉刷，安装栅栏。100余
天过去了，历山路100号院已经
大为改观。这些变化，郭萍说小
区居民都看在了眼里。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郭萍期
待居民素质也跟上来。早前，她
家对面出租给了附近一家餐厅
作员工宿舍，60平的房子里住了
一二十个年轻人，晚上9点多下
班正在兴头上，敞着房门大吵大
闹，郭萍几次上门劝说也没用。

外来租住的年轻人也从没
有打扫公共空间的意识。老旧小
区没有保洁，楼道里都是郭萍自
己打扫，可刚扫干净的楼道，就
有人扔了烟头。和租户几次沟通
无效后，郭萍找了房东，也就是
自己的老邻居。房租到期后，老
邻居决定不再与餐厅续租。“3号
楼里现在只剩3户老户，大部分
都是外来租住的年轻人，希望年
轻人能把100号院、把3号楼当成
自己的家对待。”

盼拆迁短期无望
通双气成最大诉求

院子整洁了，保持起来却
不容易。4号楼单元门口的空地
上，又新添了几处被乱丢的垃
圾；刚粉刷不久的新楼道墙壁，
又出现了“办证”喷印和乱贴的
小广告；违建拆除后拓宽的院
内道路上，停放的车辆又使得
院子变得拥挤。

停车是这次拆违带来的新
问题。早前院内违建小屋多、道
路狭窄，车子进不去出不来，所
以往院里停车的并不算多。现
在违建拆除道路拓宽，院里空
间也变大，开放式小区无人看
管，院子曾一度成为“公共停车
场”。

耿殿诚今年已79岁，多年
来一直盼着100号院拆迁。可短
期内小区拆迁似乎无望，他现
在念叨更多的是暖气入户。这
也是小区内4栋楼绝大多数居
民的期望所在，就在3月10日，1
号楼的朱女士又专程去居委会
咨询究竟何时能供上暖。

解放桥社区居委会主任张
舜玲介绍，从年前起，居委会就
开始挨家挨户入户访问，统计
各家安装暖气意愿。目前除5号
楼统计工作还未完成之外，其
余3栋楼均已统计完毕，且每户
均同意安装暖气。

双气入户需要一定的安装
费，燃气入户相对便宜一些，每
户大约需要三千元，暖气入户
则贵些，平均每户要在两到三
万元。早些年因安装费不菲，确
实有部分不在此自住、长期对
外出租的房主不愿加入，近两
年房主们也想通了。100号院位
置虽优越，却因没有双气房租
一直上不去，安装双气后，房租
也能随着涨上来。

统计工作完成后，100号院
究竟何时能供上暖，目前仍是
个未知数。“需求上报以后，还
要看供热单位有没有热源，这
需要供热单位持续推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秀
清、马玉英为化名。）

从12月1日的“铁柱来信”，到历山路100号院违建开拆，再到济南全市拆违任务计划的公布，拆违风暴已过百余日。
无论是普通群众的铁皮房，还是别墅区的豪华地宫，抑或涉公的违建房，都没有例外，拆违也从未如此“强势高调”。。今
起，本报推出的这组报道里，我们将回顾拆违百余日来市民生活和心态的变化，探讨拆违建和保民生如何并行。开弓
没有回头箭，拆违雷厉风行地进行，后续如何利用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编
者
按

历山路100号院的百日重生记

小小院院干干净净了了，，乱乱停停车车问问题题又又来来了了
去年12月1日，因为济宁基

层干部李铁柱给省委常委、济
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的一封信，
沉寂多年的历山路100号院因
为违建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
如今100余天过去，这个小院的
外貌已经大为改观。对于住在
这里的居民而言，他们支持拆
违，同时又期盼着政府能够完
善小区的配套设施，在环境整
洁的同时让生活更便利。

3月10日是历山路100号整改100天，小院子整体改观很大，入口处干净有序。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随着违建拆除，小区道路宽了，100号院又成了“公共停车场”，乱停乱

放待解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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