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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對了，還有美國的高技術產業、軍事

工業。」

松本喝了一杯清酒，沉思良久。

「高技術產業，軍事工業那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菲尼亞這樣科技教育底子

的國家，走那條路幾乎是不現實的。不過

菲尼亞地理位置優越，資源豐富，又和當

今天下第一強國，美國是親密的盟友。如

果政府廉潔高效，我認為走製造業、採礦

業、冶煉業、加工業還是行得通的。總

之，不管你搞什麼工業，原材料總是需要

的吧？」

「是啊，政府腐敗低效也不是一朝

一夕能改的。不過，趁著我爸爸西奧手中

還有些權利，您可以把手裡的地質資料給

我，並把你的想法總結一下。因為礦藏都

在山上，那裡不屬於個人。無非就是在誰

的地盤上，誰想分點兒利益嘛。讓那些大

地主去搞，相信他們也沒那本事。通過國

會監督立法，起碼先推幾個重點的大礦

山，這於國於民都是好事啊！」

「好好，太好了，彼特爾你先坐著，

我馬上去取。」

彼特爾也站起身，走到亭子邊緣。一

陣清風吹過，彼特爾抬頭望向天際。

菲尼亞的天空，風雲際會。

第28章  機會來了（第1節）
薩卡的伊家莊園，依琳娜陪著爺爺伊

文在花園裡聊天。

「丫頭，把你的小火車給爺爺抱過

來，讓爺爺看看。」

「爺爺，什麼小火車呀？他叫瑞恩，

彼特爾給他起名叫瑞恩！」

「不還是火車的意思嗎？瑞恩，吹

嗯！哈哈，哈哈哈，我也懂美國話。不過

從你的雜誌上，我見到過火車。看樣子還

真是個勁頭十足的大傢伙。哦，哦，快點

長，也長成個勁頭十足的大傢伙。」

依琳娜示意著瞅了一眼，身邊的傭人

趕緊上前接過孩子。

「爺爺你看啊，我現在也有孩子了，

彼特爾每天忙得不可開交，而我每天游手

好閒，總覺得無所事事。你說啊，我是不

是也應該給自己找點事幹？比如上醫院當

醫生，我學得就是這個呀！」

「丫頭啊，爺爺看中的就是你這種

游手好閒的勁兒。」「你又取笑我，再這

樣，我就不跟你說了。」

「這回可不是喲！丫頭，你看呀。你

游手好閒間就辦了兩份報刊，還圈了那麼

多地皮。你讓荒廢了近百年的驛站又開始

煥發了勃勃生機。那時候，我和你阿貝托

爺爺總想著把這些驛站經營起來，我們都

沒辦到，可你辦到了。波利加曼那個項目

圖紙我看了，我也去工地看了，哎喲！了

不得啊。還有，現在滿大街跑的吉普妮，

那讓多少人生活方便了起來呀！」

「呵呵呵，你是在表揚我了？」

「當然了！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呀，都是你做的啊！」

「爺爺，你說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

實我根本也沒幹什麼，都是他們幹的，弗

朗哥伯伯、托利叔叔、威廉、魯迪、彼特

爾的好兄弟，還有在美國的湯姆、瑞麗，

還有西奧爸爸的權力，呵呵，呵呵呵。

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老人家的金、

條！」

「對對丫頭，金條很重要！用多少換

多少，別信什麼美金，一張紙怎麼就成金

子了？純扯淡！賺了錢，最好是用在生意

上繼續賺錢。實在用不著，就換成金條。

還是金條實在呀，丫頭。」

「你看，你看，又跑題了！我是問

你，我是不是應該去當醫生？」

「噢噢！醫生救人疾苦，將士保一方

太平；官吏造福一方，商賈也能活一方百

姓。」

「爺爺，你這不是跟沒說一樣嗎？」

「這不是說了嘛，我的意思是這些事

兒都好，想幹什麼，就看你自己心裡的想

法。」

彼特爾忙著當官兒，我不喜歡，每

天忙碌奔波還要虛情假意的。不過呢，在

菲尼亞想做生意，沒有當官的幫忙還真不

行，讓他去搞好了。

（二八六）

50年老樓拆了重建
他們選擇自掏腰包 

2024年的春天，在廣州花都，一棟建

於1976年的老樓，開始在原址上「拆舊建

新」。

與以往城市舊改不同的是，這次並沒

有哪個開發商要對這一片區進行拆遷，而是

居民自發的「原拆原建」——即大家一起出

錢，共同聘請設計和建築公司，將原來「風

雨飄搖」的老樓拆掉，在原址建一棟同樣層

數的新樓。這一項目正是花都區新華街道豐

盛社區集群街2號樓的危舊改造工程。

多位集群街2號樓的居民告訴，目前該

樓居民每平方米出資4600元，即可舊樓換新

樓，這一花費還包括了室內裝修的費用。

事實上，集群街2號樓最開始只是一個微

改造項目。從「小修小補」的微改造到「原

拆原建」，這裡的居民，經歷了怎樣的故

事？

「共同決定建新樓」
事情起因是2023年廣州花都區的一次舊

樓微改造工程。

2023年9月，總投資約5.94億元的廣州首

批老舊小區連片改造項目——廣州北站東側

老舊小區改造，正式啟動。建於1976年的集

群街2號樓，被納入改造範圍。

這棟樓共計5層，一層是底商，二樓到五

樓是住宅，住宅加起來共計24戶，其中9戶是

私房，剩下的則是公房，為區屬國企所有。

彼時花都區住建部門和當地新華街道，開始

召集居民商討微改造方案。

集群街2號樓所在的新華街道，實際上位

於花都區的老城與核心區。

「我2006年就從這裡搬走了。最近幾

年，樓裡大多數街坊也陸陸續續搬走了，去

年6月份左右，我們接到了通知，要大家一

起商量微改造方案。」該樓居民鍾彩蘭告

訴，樓裡居民大多數和她年齡相仿，都已經

七八十歲。

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

「改造劃定範圍以後，我們對疑似危

房逐個排查，集群街2號樓被鑒定為D級危

房。」花都區住建局該項目負責人告訴。

D級危房的鑒定結果，讓居民們對於微

改造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負責集群街2號樓改造工程的街道幹部，

明顯感受到了轉變，他告訴，在私下徵求居

民意見時，多位居民都提出，這裡已經不能

住了，看看能否把房子拆了重建新的，這是

不少戶居民共同商議的結果。

房屋基礎設施老舊的問題，是居民爭取

「拆舊建新」最為關鍵的因素。

「開會時我第一個提出要集資建新樓，

因為樓裡的住戶大多數已經七八十歲，電梯

是剛需，即使危房通過改造加固好，也很難

再安裝電梯。還有居民提出，已經是危樓

了，微改造這種『修修補補』，是浪費納稅

人的錢。」該樓居民徐耀通說。

居民鍾彩蘭則透露，在她從集群街2號樓

搬走後，最近幾年房子一直處於空置狀態，

因為設施陳舊，租不出去。「老樓水、電、

燃氣管道都面臨嚴重老化問題，功率稍大的

電器就會跳閘。更棘手的是，樓房整體的防

水層也損壞了，廣州又潮濕多雨，還有很多

颱風天。如果不建新樓，這些設施很難全部

修好。」鍾彩蘭說。

隨著越來越多居民放棄微改造，選擇

重建方案，當地住建部門開始研判居民方案

的可行性。微改造是否可以轉變成「原拆原

建」，廣州此前並沒有類似先例。

最終，花都區為此專門出台了《廣州

北站東側老舊小區成片連片微改造項目危舊

房屋拆除重建試點方案》（以下簡稱《方

案》），明確屬於改造範圍及對象的危舊房

屋，允許權屬人（含權屬單位）以拆除重建

的方式自行改造。

「要協商的細節非常多」
確定「原拆原建」的整體方案只是第

一步。與微改造主要由政府出資不同的是，

「原拆原建」方案則需要居民自己承擔主要

費用。

一方面是大多數住戶想要「原拆原建」

的意願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則是有兩戶居民

不同意這一方案。多位居民回憶，其中一戶

居民從始至終都表示「你們愛怎麼改就怎麼

改，反正我不參與不出錢」，態度比較堅

決。

「開始街道工作人員也做了不少勸說工

作，但這戶居民一直堅持不參與這次『原拆

原建』。不過最後，有國企向這戶居民多次

溝通，最近已經談好了。」前述花都區住建

局負責人表示，這實際上為居民提供了一種

「退出機制」。

而另外一戶居民是殘疾人，情況就更加

複雜。

「這戶居民由於家庭關係複雜，房子在

產權方面存在一定糾紛，我們幫他聯繫了律

師，理順了房屋產權方面的問題。」前述街

道幹部表示，為了這戶居民的便利性，大家

一致決定在整棟樓的設計方面增加方便殘疾

人出行的元素，包括從坡度的設計到增加各

類無障礙設施，甚至在他家套內戶型的設計

方面，都增加了大量方便殘疾人的細節。

此後大家發現，這戶居民的態度明顯在

轉變。

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不同於其他居

民，這戶居民一時間無法湊齊改造款。

據瞭解，在此次改造中，對經認定的低

保家庭，特困職工家庭等，政府可以予以每

平方米1000元的補助。

「此外，我們還幫忙聯繫了銀行，銀行

經過評估覺得可以貸款。」前述街道幹部表

示。

而樓內的老街坊也開始一起勸說這戶

鄰居，相比舊房，新房的價值將有很大的提

升，仍有的資金缺口可以借用已經工作孫輩

的名義貸款，這樣也能為自己和家人留一套

新房。

最終，這戶居民同意了相關方案。

拆除舊樓建設新樓的造價，直接影響項

目的整體進程。

「居民能承受的價位必然在一定範圍

內。我們調研過『拆舊建新』的市場行情，

民營企業需要盈利，不可能微利運營。」前

述花都區住建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比較之

後，我們聯繫到幾家區屬國企，最終預估的

核算價格約4600元每平方米，這其中不僅包

括重建本身的工程費用，還含有設計、監

理、測量、人工拆除、建築垃圾清運、電梯

加裝和簡單裝修等眾多成本。居民投票表示

可以接受。」

不過，根據《方案》，當地政府會對

設計、監理、測量等二類費用補貼50%（初

步估算50餘萬元）。這意味著相關單位的報

價，實際上含有一定補貼。

從去年9月第一次開始，集群街2號樓前

前後後共召開了9次居民大會，街道幹部上門

溝通更是達到了48次。

為更快協調方案通過，力主「原拆原

建」的居民一致決定，新建樓房內，每戶的

位置和戶型，與原來大體一致。

「新樓戶型設計其實做了一定優化，公

配面積增加數平方米，特別是廚房和衛生間

的環境大為改善。」徐耀通說。

據瞭解，此前老樓的衛生間和廚房是串

聯使用，大概只有1.5平方米，新的設計方

案，將衛生間調整為2.5平方米以上，廚房在

4平方米以上。

一般對於危舊改造而言，在改造期間，

如何解決大家的過渡性住所問題，同樣至關

重要。在計劃改造之前，這棟樓內的絕大多

數居民，早已搬離，危房鑒定結果出爐後，

剩下的個別居民也迅速投奔兒女居住，但仍

有一戶居民居住於此。街道和社區為其尋找

到附近的廉租房，租金僅300元每月。

新模式探索
根據估算，集群街2號樓，拆建投資約

800萬元，按照「誰受益、誰出資」的原則，

最終由產權業主共同承擔了改造成本，平均

每戶出資30多萬元。

2023年年末，集群街2號樓所在的社區居

委會與業主代表、業主企業代表分別開設共

管賬戶，管理拆建資金。全體業主共同委託

廣州花都城投西城經濟開發有限公司，作為

項目改造主體，對集群街2號樓進行「原建原

拆」。

今年3月中下旬，項目正式動工，預計今

年年底，居民們就可以住進新家。

在前述街道幹部看來，此次街道與區住

建局共同設立的聯合居委會，制定了「一戶

一策」的策略，在項目整體推進方面，起到

了很大作用。他說，「特別是讓困難家庭參

與項目方面作用非常關鍵，這就破解了『一

戶不同意，項目就停擺』的困境。」

不過，在部分業內人士看來，集群街2

號樓之所以能夠較快達成一致並開始自籌資

金改造，與居民戶數較少息息相關。不僅如

此，由於樓況較差，大多數居民早已搬離該

樓，這又為「原拆原建」期間的住房安置問

題，減少了不少阻力。

儘管如此，在不少行業專家看來，作為

廣州市首個在政府部門指導下，由居民自籌

經費進行危舊樓房拆除重建的項目，集群街

2號樓對於整個城市的危舊房改造項目，仍有

不小借鑒意義。

在廣東城規院住房政策中心主任李宇嘉

看來，過去，在老舊小區改造和危房改造模

式上，要麼是政府完全主導；要麼是開發商

主導，市場買單。此次集群街2號樓的改造項

目，則是居民自我驅動改造為主，政府政策

激勵+國企提供服務為輔。這意味著在探索老

舊小區改造，特別是危房改造新模式上，廣

州改變了過去單一主體的模式。

「這實際上是『多元化改造』的探索。

目前的大背景是，各地財政緊約束，商品房

市場也逐步告別高速增長期，此外，不少城

市老城區已經沒有太多的騰挪空間，沒有太

多可新增的面積來補償改造成本。而隨著時

代發展，居民對改造訴求的個體差異反而在

變大，因『眾口難調』而拉長週期、抬高成

本的事情越來越多，傳統單一主體的改造模

式開始難以為繼。」李宇嘉說。

相比於南京和杭州近期類似的項目，集

群街2號樓改造項目的鮮明特點是，絕大部分

改造資金來源於不同產權業主的自籌，政府

主要起引導、激勵和協調作用。

在李宇嘉看來，「自籌資金、共同承

擔」的集群街2號樓改造項目，是攻克當下舊

改難題的有益實踐，更是從「要我改」（都

是困難）轉到「我要改」（都是辦法）並實

現激勵的優良策略選擇。因為確定了業主自

我改造模式後，必然提振居民參與改造每一

個環節的積極性。由此，也界定了其他方

（社區、居委會、國企、政府部門）的服務

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