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报箱是小区居民楼的标配，用于居民

收取报纸、信件、缴费单等，使用率还是蛮高

的。

不过，杭州上城区采荷街道双菱新村的

居民说起本小区的信报箱，都摇头了。

50 岁的张师傅忍不住向钱江晚报“记者

帮”求助。

张师傅有订报读报的习惯。多年来，每

天早上雷打不动打开信报箱取报纸。“信报箱

破破烂烂、锈迹斑斑，搞得报纸上都是锈印。

顶上的雨棚也破了，下雨天，报纸老被雨水打

湿，看不了。”

张师傅说，小区里 30 多幢居民楼的信报

箱几乎都存在同样问题。

双菱新村居民盼旧改：
信报箱破破烂烂，啥时能改善
社区：旧改方案确定，信报箱也会更新

本报讯 因德胜管廊给水管道建设需

要，杭州市水务集团将对德胜路 DN1200

给水管道进行冲洗施工，届时德胜路（东新

路-明石路）沿线直供水五楼以上用户降

压供水，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降压范围：德胜路（东新路-明石路）

沿线直供水五楼及以上用户，其中包括笕

桥村、同心村、水墩苑、天聚府小区、原筑壹

号小区、远大花园、德胜新村、德胜东村、长

木新村、流水东苑、流水西苑、时光悦酩、天

庐苑、天时苑、长坂里、朝晖九区、濮家新

村、濮家联合社区等直供部分用户连续 3

天夜间可能会出现“无水、水小”现象。

降压供水时间：3 月 13 日 23：00~3 月

14日5：00（6小时）；

3 月 14 日 23：00~3 月 15 日 5：00（6 小

时）；

3 月 15 日 23：00~3 月 16 日 5：00（6 小

时）。

降压供水期间请市民做好储水准备，

遇到用水难题请拨打杭水热线“967050”，

关闭热水器、抽水马桶进水阀门（避免存水

倒灌）。恢复正常供水后，可能出现水质波

动，建议适当排放后使用。若因恶劣天气

导致停水延期，将另行公告。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杭水宣

今起到15日，杭州德胜路这些小区降压供水

今年53 岁的汤大姐在余杭百丈建了一座别墅，花

了 200 万元，除去两夫妻用的，别墅里还有 10 个空房

间。

“就两人住在别墅里，感觉很孤单，想找一些老伙

伴抱团养老，人多热闹。”（详见本报3月9日5版）

此事报道后，引发众多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汤大姐说，报道发出之后，每天有很多人联系她，

“除了支持的声音，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比如质疑我

是为了收租，质疑我炒作，有时候觉得真心做点事太难

了。”

其中有一些私人电话，“两三个杭州本地人想长租

房子，用于度假，有一个是瓶窑附近的人，说自己的地

没了，想找个地方住，长租一间。”不过，这些人并没有

抱团养老的意思。

汤大姐还在等待。

找人抱团养老
却被质疑炒作
杭州汤大姐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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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大姐告诉记者，她知道可能会比较难，特别是会

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实际上，真正想抱团养老的人，即便觉得1500元

一个月的房租高了点，也会想来看一看地方，谈一谈价

格。”汤大姐说，如果价格挂得很低，会被一些有其他想

法的人抢占，真正有抱团养老需求的可能会报不上。

汤大姐表示，房租价格实际上可以谈谈，她不会固

定下来，只是想找到真心抱团养老的人。

至于房租的用途，汤大姐打算以后主要用于后续

修缮和清洁人员的工资支付。“再说，我现在身体好，可

以帮忙做饭、搞卫生，但如果哪一天生病，还是要请厨

师的。这些钱最终还是会用在抱团养老上。”

汤大姐：
所收房租将用于成本开支

3 月 11 日上午，钱江晚报记者来到了

双菱新村。

这个小区建于 1981 年，有 30 多幢房

屋，其中约一半是杭州铁路的宿舍。

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发现张师傅

所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单元门基本上是敞

开状态，一侧的信报箱都锈迹斑斑，有些信

报箱被上了锁，有些年久失修变了形，大都

打不开。部分信报箱里塞着报纸，有些则

塞满了宣传页和小广告。上面的雨棚不少

已破，还有些即使完好，也蒙上了厚厚的污

垢。

周末，不少人坐在小区里的路边聊天，

和记者说起信报箱，你一言我一语：

“我们小区就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些信

报箱几乎都用不了。”

“信报箱啊？我家的已经不用了。”

“可是，有些老人家喜欢看看报纸，要

每天从信报箱取报纸的。”

“我们这里虽然是个老小区，但地段不

差，很多人家都订报纸看，要用到信报箱

的。”一位阿姨说，“可是，眼看很多老小区

进行了旧改，我们这个小区却一直没动

静。”

居民：信报箱太破，影响订报人家

中国社会正慢慢进入老龄化，如果能把抱团养老

做起来，成为养老的新方式，可以解决很多人养老的问

题。这是汤大姐的坚定的想法。

当地有些村民了解到汤大姐的想法后，纷纷表示

支持，有些还说，等汤大姐的抱团养老做起来后，希望

能带动他们，把当地做成一个养老基地。

当地百丈镇公共服务办向记者表示，汤大姐所说

的这种抱团养老模式，实际上介于民宿和养老机构之

间。“当然，抱团养老房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问题，都

需要关注。”

如果真要进行抱团养老，当地政府打算做好服务

和监管，保障这种模式在当地顺利发展。

当地政府：
做好对抱团养老的服务和监管

随后，记者拨通了双菱社区一位负责

人的电话。

“虽然我没有接到过老人反映的信报

箱问题，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小区

的旧改方案已经确定了，包括电控门、雨

棚、信报箱都会更新，电线也会进行改造，

争取亚运会之前完成。”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双菱新村有

住户 2000 多户，超过 60 岁以上的老人就

有 1900 多人，8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也不

小。“整个社区在岗的社工只有11人，所以

有时候确实顾不过来，做不到面面俱到。”

这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努力改进工作方

法，目前正在进行旧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希望得到居民的认可。

社区工作人员：已确定旧改，信报箱也会更新

汤大姐和她的乡间别墅汤大姐和她的乡间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