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长春市启动实施大规模旧城改造工程，计划

用两年时间，对三环以内166平方公里旧城区实施综合改造。

这项工程的启动，影响和改变了老城区202万百姓的生活。

2017年底，长春旧城改造主体工程基本收官。旧城换新颜，而

旧城改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打住，并且一路伴随着长春这座

城市进步和发展。一直在蜕变的长春，每天都在讲述着有关

旧城改造的幸福故事……

红红火火红红火火““幸福院幸福院””

无边光景日日新

“前阵子我从外地回来，发现小区变得满地开花遍地红，

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这是街道社区新打造的

‘荣光红’。”家住荣光街道晨宇小区的冯国涛工作单位不在长

春，经常两头跑，每次回家，都会感受到小区里的新变化。

“你看，从一进小区大门开始就有了新改观，原来的大门

拆掉了，做了一个幸福家园的造型，门卫岗亭也换了，走进小

区之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用大理石砌的一个墩儿，上边

儿有一个红色的哨子，这个哨其实是个二维码的小程序，里面

是社区提供的各种服务，比如社区快讯、社区公告、便民助商、

社区公益等信息，接收到‘哨声’后，社区工作人员会马上联系

人解决，然后再给你回复。家里有个跑冒滴漏，这个‘荣光哨’

就特别实用。再往里走，这个社区小广场也变了样，凉亭两侧

加了文化长廊，包括每个单元门的装饰，这些设施都是全新

的，也都以红色为主色调，过年了再挂上一排排的红灯笼，特

别喜庆红火。”冯国涛说，他在2006年晨宇小区刚建成时就住

了进来，16年来看着、感受着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1年，荣光街道打造了一系列幸福院，我们小区是一

号院，未来还有二号、三号、四号院，听说附近40多个小区都要

变成这种幸福院。每个小区都有个幸福院公约。早在2010年

的时候，晨宇小区变成了弃管小区，当时小区的环境可以用垃

圾成山来形容，私搭乱建，最后连吃水都成了难题。当时小区

供水管线断裂，又没有物业维修，所以小区的居民很珍惜现在

的改变，大家都想幸福地生活，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院公

约，公约上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

大家也能够自觉遵守公约上规定的内容。”

在冯国鹏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旧城改造的意义也不再

是简单的翻新，还综合了城市内在发展需求，通过旧城改造，

百姓住得更好了，生活圈子更便利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更繁荣

了，小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社区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更近

了。

““棚改棚改””带来新生活带来新生活

回迁房里幸福年

旧城改造的火热推进让长春日新月异，当“棚改”成了城

市发展的高频语，“上楼”则成为棚户区居民心中最热切的期

盼。2022年虎年新春，二道区八里堡新乡路上的棚户区住户

刘玉金和邻居们喜出望外，因为大家“出棚入楼”的愿望终于

变成了现实，与之相伴的是乔迁群众的张张幸福笑脸。

2022年1月6日进行选房，1月15日在鲁辉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办理入住手续，随后刘玉金拿到了鲁辉国际城12栋908

房间的钥匙，这把小小的钥匙圆了刘玉金几十年的安居梦。

“年前收房时我们一家又惊喜又激动，我们回迁房的交付

标准是拎包入住，进屋一看这何止是拎包入住呀，高端的指纹

锁、装修好的卫生间、配好的洁具、崭新的橱柜、烟机灶具还有

地板、灯具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暖心、感动。”刘玉金说，能

住上楼房，还是这么好的房子，他这辈子都心满意足了。

“住在棚户区的日子简直无法形容。”回忆起棚户区里的

生活，刘玉金感慨万千。“棚户区就是房老屋破，由于地势低，

屋内潮湿，伏天的时候又闷又热，被子每天都晒但到了晚上还

是潮。下雨时房顶漏水，墙渗水，雨下得大点，满屋地都是

水。到了冬天得生火烧炕，满屋子煤灰不说，睡到半夜一两点

钟就会被冻醒。虽然平时社区也给维修，但房子太老了，没办

法。”刘玉金说，那时候，四口之家窝在不到60平方米的平房

里，外孙子就在这个平房里长大，如今9岁了，终于住进了楼

房，圆了全家人最大的梦想。

民之所愿，政之所向。告别低矮、破旧的狭小平房，住上

崭新漂亮的高大楼房，刘玉金一家安居梦的实现，是长春市大

力实施棚户区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早在2005年，刘玉金

入住的鲁辉国际城小区就被列入长春市108块重点棚户区改

造计划地块，是二道区回迁居民集中度较高的小区之一。而

从2006年至今，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整个二道区棚改惠及的居

民达39120户。

参与旧城改造参与旧城改造

见证时代之变

旧城改造一头连着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头

连着长春市的发展。万利农贸市场是长春市二道区一家“老

字号”菜市场。其规模大，菜价实惠，本该是附近居民买菜的

不二之选。然而近年来由于市场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渐渐

失了热度。2021年，在全市推进旧城改造的进程中，万利市场

一并进行了升级改造，老菜场终于迎来了新变化。小市场，大

民生，一场华丽变身的背后，是百姓小康生活的舒心与期盼，

更是旧改工程的脚步与回声。

“看看，咱新改造的万利市场多受欢迎！”2月15日一大

早，万利市场经理韩洪艳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万利市场里人声鼎沸，充满了烟火气。韩洪艳说，她

是万利市场改造升级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迎着新春的曙

光，看着崭新的万利，她的心里格外温暖。

韩洪艳告诉记者，地处居民集中区，同时又是长春市二级

批发市场的万利市场一直生意红火。随着时间推移，基础设

施老化、卫生环境差等问题逐渐暴露。从昔日的“老旧破”“脏

乱差”，到如今的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万利市场之所以能迎

来“变身”，得益于去年6月的改造升级项目。“改造中，我们主

要对万利市场的布局进行合理规划，不仅改造硬件设施，还提

升软件服务，设有市场监管部，对产品交易提供有力保障。市

场厅内进行分类区域划分，厅外摊位统一印有万利市场logo，

分类清晰，摆放有序。水产区域还设置了导流槽，实现了和果

蔬区的有效分离，彻底解决了海鲜区地面湿滑有腥味等问

题。”

作为万利市场十来年的“老顾客”，陶志诚亲身感受着市

场变迁带来的幸福感。“万利市场菜价便宜，来这买菜的人多，

但这个市场年头太久，路面都翻砂了，下雨时棚子滴水，地上

都是积水，买菜得踩着木板走。改造后的万利市场可真不一

样了，既有烟火气又有高颜值，不仅环境好了，还安装了监控

系统，让咱老百姓很放心。”

买菜的人买得舒心放心，卖菜的人卖得顺心开心，这是万

利市场进行改造的最大收获。除了居民百姓从中受益，现在

市场每天客流量基本上在两万人左右，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在韩洪艳眼中，旧改“改”出的不仅是百姓生活的变迁，更是时

代之变。

保留城市记忆保留城市记忆

工业遗存焕新颜

始建于1958年的长春拖拉机厂，曾是国内最大的轮式拖

拉机生产基地。时光变迁，长春拖拉机厂于2006年画上句号，

但它曾经的辉煌依旧存在于许多人的记忆中。此后十几年

间，拖拉机厂旧址一直保留，杂草丛生，厂房破旧，这个工业遗

址何去何从，一度牵动着人们的心。

今年52岁的马立志回忆起长春拖拉机厂附近的变迁，感

慨颇多。1975年，马立志一家搬到了一汽化油器分厂家属宿

舍，与拖拉机厂家属区仅一路之隔。“1985年之前，我家一直住

的是平房，那时候拖拉机厂盖的家属宿舍是最早的一批。”长

春拖拉机厂的福利好，厂里的年轻人连找对象都很“加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傍晚，长春拖拉机厂俱乐部门口就成

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俱乐部里放电影，门口的篮球

场里很多人在打球，有时还会举办晚会，热闹极了。后来在长

春拖拉机厂旧址闲荒的几年，他曾陪父母进去过，老人很怀

旧，望着杂草丛生的旧址感慨万分。

马立志的父亲78岁，母亲74岁，已经在这片住了35年。

平时要想逛逛大一点儿的公园，就得去2.5公里之外的劳动公

园。直到2020年，听说拖拉机厂要改造了，据说不盖楼，要建

公园，老人心里十分兴奋。“那时不仅父母期盼着家附近能有

一个这样的主题公园可以逛逛，周边的很多老居民都时刻关

注着长春拖拉机厂的改造进程。”

2021年 5月，长拖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全新的“长拖

1958”目标是打造吉林文商旅新客厅、文化复兴文旅消费目的

地、国际文创产业生态基地。一场旧貌换新颜的蝶变开始

了。同年年底，首开区3号厂房华丽变身生活体验中心，连锁

快餐、咖啡厅、火锅、烤肉店等多家知名品牌入驻，年轻人喜欢

的言几又书店也落户于此。室内的一组霓虹灯牌，人民大街、

荣光路、阜丰路、小四轮拖拉机等街路和长拖产品的名字，瞬

间勾起满满的回忆。

马立志说，长拖附近的老人普遍恋旧，对周边的人也比较

熟悉，如今规划了这样的主题公园，更不愿意离开这片了。甚

至对周边即将新建的小区也十分关注，常常打听“房子啥时候

建起来”。

如今，周边居民对“未完、待续”的“长拖1958”改造十分关

注。2号厂房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5号厂房潮流时尚中心计

划于今年5月和12月开放。这个在旧城改造中脱颖而出的长

春文化新地标，不仅提升了周边居民生活幸福感，也让区域交

通和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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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烦
恼我来排恼我来排。。深度挖深度挖
掘新闻细节掘新闻细节，，全面剖全面剖
析事实真相析事实真相，，为您澄为您澄
清谬误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共同
关注身边的社会热关注身边的社会热
点问题点问题。。

市民喜欢在园区内的拖拉机上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棚户区改造，改出了一片新景观。 （资料图片）

那些有关旧城改造的幸福故事。 （资料图片）

虎年新春，居民住户在改造后的小区里度过红红火火的新年。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居民百姓乐享旧改成果，图为金色橄榄城三期儿童游乐

设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