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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旧房轰然倒下 盼新城拔地而起
CBD最后的城中村开拆，老村民不舍之中更有期待

文/片 夏侯凤超 于泊升
徐晓磊 济南报道

拆迁是早晚的事儿

接连几个月，姚家新村的村
民们总是被蛛丝马迹拉扯着心
绪：有人跑前跑后打听着政策，
听说比哪哪地方的补偿款高；有
人看见征迁指挥部的牌子挂上
了，就在原来的姚家幼儿园。

但王国安始终觉得这是个
“狼来了”的消息：姚家新村要
拆，已经传了好几年了。

姚家村处在济南历下区的黄
金位置。东侧是CBD核心区，南侧
是经十路，西侧是中心城区，北侧
是正在开发的新区域。因此，被高
楼大厦包围的姚家新村，是CBD
的一块“铁锈”。王国安回忆，2014
年，这里就被征收冻结，2017年，再
次发布征收冻结，再到这一次。

直到街道办和村里的人上
门来讲拆迁政策，王国安才觉
得，这事儿靠谱。

“这次真要拆了？”王国安接
过对方递来的《致姚家新村、北山
片区全体村民的一封信》，仔细地
上下打量着。信上写着，“为改善
片区村民居住条件，提升区域城
市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按照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前后衔接’的原则，启动姚家新村
及北山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

王国安知道，拆迁是早晚的
事。他在新村住了近四十年，见
证了这里从一片荒芜到日渐繁
华。姚家庄分为姚家老村、姚家
新村和北山片区，前几年，随着
姚家老村的拆迁，姚家庄的村民
们几乎都住上了安置房。还没拆
的新村和北山片区，因为低廉的
租金和丰富的业态，就成为了众
多打工者租房的去处。

对姚家新村的很多村民来说，
抛开故土情怀，如今与村子最直接
的牵扯就是租金。一个老房子少说
有三层，一层就有五六个房间，几

十个房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便宜的
月租二三百，贵的七八百，一年下
来能有十几万，是笔不小的收入。
对于一部分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
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来源。

王国安也觉得，尽管拆迁已
成定局，但失去这笔稳定的收入，
也是一件需要慢慢接受的事情。

“刘建平都签了”

拆迁的动静来得很突然。
首先传到村民耳朵里的，是

有人1日一早就签约的消息。尽
管大家都上了楼，但城中村的生
态却没变，楼下的马扎上一聚起
人，街坊四邻鸡零狗碎的事儿立
马能传遍大街小巷。“情报站”的
人说，第一户早晨8点就去签了，
抢了个“开门红”。

拆迁对村民是件大事，对于
老百姓来说，这是傍身的最后一
点寄托。因此，在签与不签之间，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观望。

真正触动大家的，是刘建平
家被“扒”的消息。

5日一早，在来来往往的搬
家车中，挖掘机驶向新村最南侧
的一条街，把挖斗伸向了沿街的
第一户房子。上世纪的房子都是
用红砖垒砌而成，一挖斗下去，

老旧的房屋慢慢在轰鸣声中支
离破碎。这也是这次拆迁过程中
第一个拆除的房子，洒水车下，
尘埃落定。

搬家的村民停下脚步，认出
来那是刘建平的房子。刘建平是
姚家新村德高望重的老人，能张
罗，脾气好，人缘不错，村里的红
白事，都是他负责操持。他还写
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很多村民
都在红白事上请他顺便当个账
房。这是刘建平沿街的房子，底
下是商铺，租给了卖电动车的，
上面对房客出租。

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建
平房子拆了的事儿很快传遍。村
民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个不是干
部的普通村民，咋就成了第一个
拆房子的呢？在零零碎碎的信息
中，王国安知道了，刘建平一开
始也觉得这次不会拆。后来，在
街道和村里合作社一次次讲述、
解释征拆政策和安置方案后，刘
建平成了第一批房屋拆迁协议
顺利签订的人，也成了最快腾
房、最快拆迁的人。

村子里往往是这样，村看
村，户看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能带动一批人。那天，来到指挥
部签约的人多了，“刘建平都签
了，我们也跟着签！”

村民自治是把钥匙

然而，也有些村民的权利意
识，是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开始
产生的。

那是一对70多岁的老两口，老
太太是新村村民，老伴儿是外地
户口。老屋的拆迁，让老太太很抗
拒。一方面，一家人对这个住了几
十年的老房子很有感情，这是故
土的念想；另一方面，她觉得房子
拆了后，老伴儿没有房子了，她要
求给老伴儿一套安置的房子。

在指挥部初次见到老两口的
时候，吴顺就被这阵仗吃了一惊。
吴顺是街道办派驻指挥部的工作
人员，面对“气势汹汹”的老两口，
吴顺上前“接招”。岂料几个回合
下来，他发现事情不好办。

不好办的原因之一，是老两
口对陌生人的抗拒。城中村是最
能展示“熟人社会”的地方，邻里
之间往往朴素而真挚，封闭的环
境也使得这样的关系相对稳定，
这也成为城中村拆迁中一个独
特的特色——— 往往街道搞不定
的，村民邻里能搞定。

正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如果说拆迁是把锁，村民自治就
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找到了钥匙的吴顺招呼着
同组的村民王大强出面。事实
上，指挥部也考虑到了这个问
题，在指挥部的7个组里，每组都
有至少一位有些影响力的村民。
王大强和老两口认识几十年了，
平时和声细语的老太太，这时候
突然犯了倔。看见王大强，老两
口的语气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村里人说话就是这样，我想发
火，但是看见熟人也不好意思
了，火就降了三分。”

王大强很了解村民们的“心
结”：怕政策一天一个样，先签约
的反而吃亏；怕办事不公，老实
人吃亏。消除村民们的心结，既
得让街道专业人员讲好政策、分
析利弊，也得把握好村民的个
性，让村民在拉家常中说服村
民。“很多村民是很通情达理的，
说了就明白了。”

在这场关于拆迁的拉锯战
中，拆迁村民和指挥部始终保持
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你想多要，
而我不能多给。”这时候，指挥部
里的村民就起到了调和的作用，
这是城中村拆迁过程中，总结出
来的经验。

8月1日之后，来指挥部的村民
络绎不绝，“熟人社会”中的交集拉
到了极致。工作组里，街道和村里
的人，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
一方拉道理、讲得失，一方聊感情、
扯关系，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配
合下，许多村民的疑虑和困惑、固
执与坚持，也就逐渐消除。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微妙的
平衡中，街道和村子也慢慢融合
到一起。拆迁工作进行到尾声，
指挥部工作组的人也多了起
来——— 签约了的村民成了“宣传
员”，向来人仔细讲着拆迁政策。

“早签晚签都一样，他们都是咱
自己人，能不给咱考虑吗？”

刘建平和第一批签约的村
民早已拿到了拆迁款。他此时的
心情只有轻松，以及对未来新生
活的期待待。（应被采访对象要
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轰”的一声，刘建平的房子
被挖掘机推倒了。8月5日，亲眼看
着住了近40年的老房子倒下，刘
建平还是有些不舍得。在村民们
的好奇、观望、不解里，济南CBD
旁最后的城中村——— 姚家新村拆
迁正式开始了。

这速度让很多人有点始料未
及，因为在人们印象中，拆迁就是
一场拉锯战。是什么原因让姚家
新村拆迁如此顺利地开工？连日
来记者蹲点拆迁现场寻找答案。 姚姚家家新新村村房房屋屋已已经经开开始始大大面面积积拆拆除除。。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