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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梨园新村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梨园新村，，
整齐划一的民居整齐划一的民居。。 王王 将将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66 月月 2929 日日，，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灯塔家园二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灯塔家园二
期安置点小区内期安置点小区内，，居民合影分享喜悦居民合影分享喜悦。。

陈家乐陈家乐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55月月99日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竹
香园小区香园小区，，工人在给一栋老旧楼房加装电梯工人在给一栋老旧楼房加装电梯。。

刘智峰刘智峰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77月月 2222日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盛安名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盛安名
苑小区苑小区，，村民在展示刚领到的新房钥匙村民在展示刚领到的新房钥匙。。

谢尚国谢尚国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住户在福建住户在福建
省福州市人才公寓省福州市人才公寓
花园里散步花园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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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儿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我赶早把西
红柿摘了几个大的，怕被风吹掉了。结果，
瞧这大晴天！”70 岁的董大妈，一边拾掇着
摆在自家院里的十几盆各色菜苗，一边对老
伴儿念叨起天气。

她的老伴儿——71岁的崇宝才大爷，则
向来访的我们，仔细地介绍起这一方小园
地。“我们老两口，种的茄子、黄瓜、西红
柿、辣椒，什么都有。看着没，那边架子
上，结的南瓜！天天一大早，老伴儿就给我
叫起来，‘赶快的，弄点水，浇水’。嗨，养
它们也不轻松！”

说起这点儿幸福的“小麻烦”，老人眼角
眉梢都带着笑意。然而，几年前，他们的生
活还陷在真真正正的“大烦恼”里——居住
条件太差。

崇宝才是满族人，一家人在北京市东城
区福祥社区雨儿胡同30号院住了30多年。

这条全长 343 米、东西走向的雨儿胡
同，建于明代，东接北京著名的旅游景区南
锣鼓巷，西邻玉河故道遗址，是典型的老城
胡同，留存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但对住在胡
同里的居民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里是拥挤、杂乱的生活空间。

“这个院子过去是清代值年旗衙门的杂物
房，不是正经四合院布局，有南中北三排房
子。后来收归国有，作为直管公房，租给我
们住房困难的职工家庭居住。”

1988年，崇宝才一家三口搬进30号院中
间排一间北向的小屋。那时，总面积 300 多
平方米的院子里，住了14户居民，每户的居
住面积也就十几平方米。

谁家都不够住，怎么办？只能不断在院
子里私搭乱建。“自家门口，往前推一块，就

搭出个厨房。等家里孩子大了，也没地方
住，把厨房再扩大点，连住人再带上做饭都
在一块儿。自建房把院子里的过道挤得，大
概齐就剩下1米宽。”回忆起当年的艰辛，崇
宝才连连摇头。

厕所，只有胡同里的公厕。遇上下雨、
下雪，上了年纪的人用起来特别不方便。冬
天，得烧炉子。各家都在窗根儿底下，垒个
池子放煤，一个取暖季要用上近千块。雨
天，只能蹚水进院。整个院子只有一处排水
口，雨后几天，屋子里都潮乎乎的。

2015年，胡同居民住房困难问题的解决
迎来转机。东城区以南锣鼓巷地区雨儿、帽
儿、蓑衣、福祥四条胡同为试点，通过“申
请式腾退”的创新政策，对雨儿胡同 30 号、
20号、4号等一批院落进行腾退改造。

“当时是自愿申请，可以选择留下来，或
者搬迁出去住楼房。院里的老邻居有12户选
择了搬走。我们家和另一户决定继续住这
里。”崇宝才告诉记者，自己想继续住在胡
同，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
子，熟悉，有感情；另一方面，也是顾虑到
家中的实际困难。“我和老伴儿身体都不好，
孩子也有重病，每周要去附近的医院做治
疗，图住这儿方便。”

等着、盼着，老院子动工了。拆除违
建、原址修缮，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派
来的设计师，针对每家的需求进行“一户一
设计”。

原本，设计师想将院内各屋的门统一做成
木门。但崇宝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担心
木门会受潮、变形，冬天关不紧、不保暖，
就跟他们提出装断桥铝的门。设计师说‘没
问题’！后来，他们做了双层门。里面一扇是
断桥铝的，严实；外门还是木头的，但把门
上的玻璃改成铁纱网，当做纱门。这样既和
其他屋门风格统一，又满足了我家的需求。”

院子改造期间，崇宝才没事儿就回来看
看，提提意见，对这个新家越瞧越满意。
2019年11月，崇宝才和家人终于住进新屋。

之前，一家人挤一间房，现在住户少
了，院儿的屋子有富余了，崇宝才又申请多
租了两间。“现在我们交的房租包括两部分，
原来住的房间再加上新申请的改善性住房，
每个月一千多元，不贵，我们老两口的退休
金能承受。”

如今的 30 号院，既保留了老胡同的特
色，又美观宜居。朱红色的大院门，上面挂
着“雨儿人家”的匾额。推门进来，绕过影
壁，眼前豁然开朗。三排房子漆成统一的棕
木色，雅致而有古韵；屋顶布着青瓦，地上
铺着灰砖，宽阔敞亮；廊架上攀爬着绿萝，
下面摆放几把桌椅；独立的厨房、卫生间，

一应俱全。
“您看看这个设计，非常好！”崇大爷特

意指着地上一条不到 1 厘米宽、几乎贯穿整
个院子的长缝隙告诉记者：“这叫‘线性排
水’，排积水特别快。经过这两年夏天几次大
雨，什么事儿都没有！”

除了供两户居民居住，改造后的30号院
还实现了“共生院”的功能，将多余空房用
做福祥社区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有的屋子
布置成居民议事厅，有的屋子陈列着具有年
代感的生活老物件儿，还有一个“老胡同·现
代生活”陈列展，记录了南锣鼓巷地区四条
胡同修缮整治的全过程。

“我现在非常幸福。这么说吧，看过这院
子的人，没有不羡慕的！”崇宝才自豪地说：

“原来院子里都是自建房，互相挡着，阳光都
进不来。但如今，阳光照进屋里，也照进了
老百姓的心里！”

聊着聊着，已近中午，到了做午饭的时
间。崇大爷骑着小电瓶车，胡同口往北一
拐，不到 300 米就有一个小菜市场。买完了
黄瓜、凉皮，在回来的路上，崇大爷笑着跟
记者调侃：“瞧，这儿生活多便利！我给自己
定了个‘小目标’，先活到 80 岁，往后再活
到90岁。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更得好好活
着，您说是不是？”

（本文配图均由海外网付勇超摄）

“住有所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住房
问题，中国住房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刚毕业的年轻
人、进城打工的“新市民”，可以选择租金低
廉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拥有一个家，又担
心房价的城市家庭，可以选择共有产权住
房。如今，已有 2 亿多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得
到改善，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
现应保尽保，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有
效改善。“十四五”时期，将以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随着中国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重点已转入
对存量的提质增效阶段。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成为促进城市更新的重要引擎。完善
水、电、路、气、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因地
制宜增加养老、托育、便利店等公共服务设
施，极大程度地改善了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
条件和生活环境。

从“安居”到“优居”，中国百姓在实现
住房幸福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阳光照进屋里，
也照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本报记者 李 贞

“阳光照进屋里，
也照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本报记者 李 贞

▲崇宝才▲崇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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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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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雨儿胡同30号院大门

▲改造后的雨儿胡同30号院院内影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