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2013年1月9日 星期三
编辑：葛亮 美编：石岩 组版：秦川

重点

没有阳光的
十平米蜗居

“家”虽小，囿不住向上的心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申慧凯

▲每家门口都有“出租单间”的牌子。

170元能做什么？能和朋友小搓一顿，能
去KTV飙段“好声音”，能买束花和女朋友表
白，但对于27岁的李小松而言，170元够他在
济南后龙村住一个月。租金低廉、生活方便、
交通发达，后龙村成了“蚁族”聚集地，李小松
在这里住了5年多。

2007年，李小松从山东技师学院毕业后
当了一名司机，因为家在长清区张夏镇，他
选择在步行5分钟就能到单位的后龙村租
房。从后龙窝庄的牌坊向里走，
穿过两个路口和四条小巷才能
到他租的房间，“单间出租”的
牌子随处可见。

李小松的房间只有10多平
米，没有阳光、没有暖气、没有
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盥洗池也
是公用的。“向阳的屋子几乎不
存在，因为每栋房子都有五六
层，楼间距却只有一两米，房子
外面是房子，窗户向南也很少
看到阳光。”

在房间的一角，几件锅具、
油盐酱醋杂乱地堆在一起，落了一层灰尘。

“你别看房租便宜，电费却要1块2一度，做饭
用电多，加上妻子也不住这儿了，我现在基
本不做饭。”

由于房间潮湿封闭，没有暖气，时间长
了屋子会有味道，有客人过来时，李小松就
会开窗透透气，“外面零下十几度，不能开太
久，要不屋子就更冷了。”

不上班时，他会仰卧在床上，手里拿着遥
控器不停地换台，这个姿势让他感觉舒服。

楼层里住着六户十个人，尽管大家一

起用卫生间、一起用盥洗池，但李小松和他
们都不熟悉，见面也极少打招呼。2012年
之前，李小松的妻子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但孩子出生后，因为房间太冷，妻子和孩子
回了老家，他留在这里挣钱。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工作，每月工资
不到3000元，我要把成本控制起来。”李小
松连电暖器也没有买，“抗一抗就行了，省
钱要紧”。

元旦前夜，李小松下班后
想孩子想得难以入睡，太晚了
又不能打电话，只好裹在被子
里看跨年晚会，一直熬到凌晨。

和李小松一样，几万名租
客每天在后龙村进进出出，有
26岁的酒店前台经理陈雷，打
算和女朋友明年结婚的他正
在为攒钱而努力；有21岁的小
沙，正在专卖店卖苹果产品的
他，想在济南先闯荡几年；还
有开出租的老张，一家三口挤
在一个屋子里，妻子打零工，

为孩子能留在济南读书拼搏着……
5年来，李小松就在这所房子里目睹着

后龙村的变化。“房子越盖越高，条件也越
来越好。新房子就像旅馆一样，有独立的卫
生间和隔开的厨房，但价格也要三四百元。
等孩子长大些，再和妻子租个好一点的房
子，要不三个人住不下。”

很多人参加工作后，将后龙村作为走向
社会的第一站，这里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起
点。“房子再小也是半个家。”李小松经常告诉
自己。

没事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电视，让李小松很舒服。不过，没有暖气，看电视也
得穿着羽绒服。

▲房间一角，堆放着锅具和油盐酱醋。

▲通向李小松房间的楼梯很狭窄，是房主自己焊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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