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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打上“高光”
说起工人新村的改造，居民们忍不住

拍手称赞。改造，不仅完善了“硬件”设
施，还对原本缺失的公共“软”服务加以补
充和提升，增设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城市
书屋和社区医疗服务站等。

见到芦雪琴时，她刚刚在老年日间照料
中心领完预订的午饭——卤面，每份11元。

照料中心的布置舒适雅致，象棋、围
棋、按摩椅、笔墨纸砚等一应俱全。老年
人白天“入托”接受照料，晚上回家享受家
庭生活，中午日间照料中心还有可口、清
淡的饭菜，满足老年人白天的休闲娱乐与
生活需求。

而社区里增设的郑品书舍更像是
这个闹市区的“一股清流”。走进书店，
高耸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类图书，还
有为读者提供的阅读休闲区。很难想
象，这里一度是脏乱差的苍蝇小铺，如
今经过拆除、改造、提升，“油烟味”变成
了“书香气”。

“工人新村社区老年人居多。他们的
需求已经不仅是吃饱穿暖，更盼望精神需
求的愉悦与满足，老有所乐。”李战胜说。

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
需求，郑州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爱心卡，提供助餐、送餐、
保洁、助医和助行等服务。

白天去社区里的城市书屋看看养生
读物，闲暇时和老邻居去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唠唠嗑、看看电影、唱唱歌，晚饭后在干
净整洁的休闲步道散步，成了芦雪琴和工
人新村不少住户小康生活的新日常。

穿越一甲子 焕发新魅力

郑州工人新村“变身记”
□工人日报记者 李丹青 吴丽蓉 余嘉熙

自25岁嫁进郑州市工人新村，62岁
的芦雪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7年。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工人新村，始建
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1954年河南省
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后，为集中安置参与
省会建设的工人专门建设的生活区。

红砖灰瓦，高大梧桐，这是老一代郑
州人对工人新村的集体记忆。

近一个甲子过去了，树木依旧茂盛，
但工人新村社区变得日益老旧，基础设施
老化，公共配套服务跟不上，严重影响了
芦雪琴和其他9600多名住户的生活幸
福感。2019年，郑州对2002年以前建
成使用的老旧小区进行综合改造，工人新
村也在改造之列。

如今，望着重新粉刷的砖红色居民楼
外墙、干净整洁的街道路面，芦雪琴发自
内心地高兴：“环境美，心情也爽！”

芦雪琴的公公早年在开封市书
院街工作，20世纪 50年代，省会搬
迁时，他被派来郑州参与建造河南
省新华书店，随后便居住在工人新
村的集体宿舍。

初期，工人新村是砖木结构的
平房。20世纪 80年代初，大多数平
房改建为砖混结构多层建筑。

芦雪琴回忆，当时他们和公婆
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
那是一栋办公室改造的两层排房的
2楼。没有独立卫生间，每一层只有
一个公共厕所。也没有厨房，各家
在房门边的走廊上支个煤火炉，就
是做饭的地方。

当记者惊讶于 4口人共挤一室
时，芦雪琴淡定地说：“过去，还有的
两家分在一间屋子呢。”在这间十几
平方米的屋子里，并排放了两张床，
中间用三合板隔开。加上一张吃饭
用的小矮方桌、一台收音机，芦雪琴
带来的12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和
几把小椅子的嫁妆，就是这个家里
所有的家具与家电了。

在那个物质尚不算丰富的年
代，十几平方米足以摆放三代人所
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排房
住了近 10年后，芦雪琴丈夫的单
位分给他们一套 60平方米的两室

一厅。又过了 10年，2000年前后，
他们置换了一套 110平方米的三室
一厅。

从排房到两室一厅，再到三室
一厅，变的是房子面积，不变的是家
的位置，他们一直居住在工人新村。

随着郑州城市发展，工人新村
约 0.2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有 49
栋居民楼，住有9600余人，加上地处
黄金地段，毗邻核心商圈、医院、学
校、体育场等，日均人流量破7万，车
多人多，小商小贩、私搭乱建、垃圾
污水随处可见，成了郑州人口密度
最大、商户最集中、基础设施与百姓
需求落差最大的区域之一。

为了改善老旧社区居民的居住
环境，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去年郑州
提出用两年时间，努力把老旧小区
整治为环境整洁、功能完善、管护到
位、业主满意的美丽社区。

改造是好事，好事咋办好？郑
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赵红军介绍，小区改造
从哪改、怎么改，是改造的核心。

去年 10月，工人新村社区改造
启动，从楼院到道路、从地下到地
上、从楼内到楼外，“面子”“里子”同
步改造。在拆除违法建筑时，一些

住户有些不理解、不配合，工作人员
一户户地做工作，统一居民意见。

一组数据说明了改造的“难
度”：改造以来，一共拆除116处违法
外封、170家“住改商”，2500米雨污
管网更新疏浚，1550米架空线缆实
现入地，给道路有机更新腾挪空间。

随后，6270平方米路面重新铺装，
增设慢车道和隔离绿化带，实现道路
人车分离，2000米花树隔离带随路延
伸，形成了“大封闭、小循环”交通网络。

对居民楼的改造，是重点，也成
了“亮点”。金水区人民路办事处工

人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战胜介绍，
不仅对小区外墙做了粉刷、保温与隔
热，对房顶做了防水，还将高空电缆
入地，改造楼道的门窗，增添楼道声
控电灯，并引进了物业公司，探索推
动社区从“靠社区管”向“自治共管”
转变，解决改造后期管理难题。

如今再走进工人新村，居民楼
外观焕然一新，垃圾桶清楚分类，空
调外挂机统一整齐；绿化的树木高
低错落、疏密有致，别致的社区街角
公园，让居民开窗可见绿、出门可踏
青，鸟语花香，赏心悦目。

昨日，《工人日报》头版头题在“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栏目，刊发《穿越一甲子，如今郑州工人新村的居民
走进了小康生活的新日常——工人新村“变身记”》文章，报道郑州通过对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努力把老旧小区整治为环境整洁、功能完善、管护到位、业主满意的美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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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新村并不“新”

“面子”“里子”同步改造

工人新村郑品书舍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