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整修房屋到加装电梯 改造因地制宜
位于江苏南京玄武区红

山路的十字街小区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建筑面积近 4
万平方米， 约有 1800 户居
民。据小区居民徐开健介绍，
刚入住时， 小区整体环境尚
佳，后由于车辆增多、房屋老
化、人员变化，小区“脏、乱、
差”等现象愈发严重。

2017 年，该小区历时近
半年，投入 3000 余万元，完
成了环境整治、 房屋整修、
基础配套改造等 40 余项整
治内容。 现在，小区环境整
洁，道路宽敞，曾经的垃圾
死角已不见踪影。“居住环
境变好后，大家也不好意思

再破坏。 ”徐开健说。
老旧小区情况各异，因

民所需、因地制宜成为改造
“法宝”。 2017 年，广东广州
海珠区兰蕙园小区开展老
旧小区“微改造”。 改造中，
水管老化、“三线”交织等几
十项居民反映强烈的意见
被收集上来。“围绕居民痛
点，先干什么、提升什么，有
了路线图。 ”海珠区素社街
道办事处主任庄婷婷说，小
区改造面积 2 万平方米，涉
及资金 600 万元，“每分钱
都争取用在‘刀刃’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黄艳在此前的吹风会

上介绍，目前，老旧小区改
造内容主要分三大类：一是
保基本的配套设施 ， 包括
水、电、气、路等；二是提升
类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活
动场地、配建停车场、物业
用房等；三是完善公共服务
类的内容，包括养老、抚幼、
文化室等设施。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试
点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 106
个， 惠及 5.9 万户居民。 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
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方面
进行了大量探索，2018 年全
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完
成 1 万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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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

涉及上亿居民的老旧小区该怎么改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是老旧小区常见的“四老一差”困局，不仅成为小区居

民的一桩“心事”，也是现代化城市及社区治理的一大“心病”。
2017 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等 15 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截

至 2019 年 5 月底，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 17 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 作为城市发展
的见证者，老旧小区不应被遗忘，但改造工作面广量大，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如何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考验城市治理水平。

市邮政分公司慰问高温下坚守一线职工

贴心送清凉 一个也不能少
炎炎夏日， 骄阳似火。 日

前，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工
会主席王志毅带领寄递事业部
和邮政工会相关负责人， 赶到
高新、铁西投递站，慰问高温下
坚守一线的职工。

在高新投递站， 王志毅详
细询问投递作业情况， 提醒投
递人员要合理排班， 错开高温
时段作业投递； 要随身携带防
暑药品，注意投递出行安全。

在铁西投递站， 王志毅对
该站专门购置电饭锅， 为职工
熬制冰糖绿豆茶， 供出班人员
随身携带饮用的做法表示赞

许，要求各单位予以推广。该站
负责人杨兴武感动地说：“天气
这么热，领导来看望我们，还给
我们送来这么多慰问品， 关心
我们的生产生活， 我们一定会
努力工作。 ”

随后，王志毅一行又赶到
新建成的邮件处理中心，慰
问坚守一线的分转、 机要等
岗位员工， 为他们送去了凉
茶、矿泉水、西瓜、绿豆等防
暑降温用品。 在邮件转运大
厅， 王志毅详细询问员工的
劳动强度和排班情况， 再三
强调要做好安全生产、 劳动

保护、膳食卫生等工作。 王志
毅对各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对职工们抗高温、保
邮运的敬业精神给予了高度
评价， 要求邮件处理中心全
体人员继续发扬不怕吃苦、
能打硬仗的优良传统， 继续
做好支撑服务， 为全市邮政
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为落实好市邮政分公司党
委对“送清凉”活动的要求，保证
活动取得实效，市邮政工会专门
购置了凉茶、饮料、纯净水、绿豆
等防暑降温物资发放给一线员
工。 同时下发传真电报，要求各

县（市、区）邮政工会积极组织落
实好此次活动，切实把市邮政分
公司党委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一

名基层员工。目前，各县（市、区）
邮政分公司的“送清凉”活动正
在有序进行。 （陈永）

改造力破“三大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老旧小

区改造的流程包括计划制定、
资金统筹、综合协调等环节。在
这个过程中，居民意见统一、老
旧设施更新、 资金筹集渠道等
是多地面临的共性问题。

———居民意见不统一时
有发生。“因历史遗留原因，老
旧小区地面及楼顶有较多违
建，施工队拆除时，常遭到居
民反对。 ”南京市玄武区住房
保障和房产局物业管理科科
长潘永祥说，加装电梯更是如
此， 不同楼层的业主诉求不
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愿。

为深入了解民意，在整治
前，玄武区召开多场居民议事
会征求意见。 在整治过程中，

有关街道提前公告设计方案
和展示样品， 并设立咨询台、
意见反馈箱等， 了解居民需
求，及时优化方案。

———改造牵涉单位多，协
调难度大。“三线”整治一直是
改造中难啃的“硬骨头”。“管
线混乱是旧城普遍现象，一般
而言，迁改费用由各管线单位
分摊，但由于这些单位多为垂
直管理，协调难度大。”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环境
建设管理处处长赖永娴说，为
此，广州出台“三线”整治专项
工作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明
确整治牵头模式、技术规范及
费用分摊方式。

———改造资金筹集渠道

单一。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全
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是
以市、 区两级财政资金为主，
社会和居民参与较少。“根据
城市发展规律，该项工作点多
且持续时间长，单纯依靠财政
资金压力较大。 ”南京市玄武
区红山街道办公室主任贺剑
峰介绍。

为持续推进小区改造，广
州等地探索建立“以政府投资
带动企业、 居民共同出资”的
资金筹措机制。对于水、电、气
等基础配套设施，由财政专项
资金加以保障；对于提升类项
目， 则鼓励居民通过自筹、房
屋维修基金等渠道筹集部分
资金。

小区改造意在构建长效机制
小区环境改善后，居民更加

追求有序的社区秩序、融洽的邻
里关系。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载
体，厦门建立社区居委会、小区
业委会、 物业企业三方联动机
制，进一步增强老旧小区居民对
城市的认同感、 归属感和自豪
感，将“生人社会”打造为“熟人
社区”。

多位基层人士认为，老旧小
区普遍存在居民收入不高、出资
意愿低、硬件条件先天不足等问
题，改造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任
重道远，需要社区、物业、小区等
主体共同形成合力。

十字街小区成立业委会
后， 招聘了南京苏宜馨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该公司
负责人陈海亚表示，“进驻后，
我们主动为居民服务， 尤其在

改造期间做好保障工作。现在，
物业费收缴率已经超过 80%，
停车场的收费率达到 100%”。

在广州， 涉及改造的社区
成立“建设管理委员会”，搭建
公众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平台，
并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长者
综合服务中心、 母婴室等便民
设施场所建设相结合， 推动实
施“微心愿”、社区学堂等互助
项目， 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积极性。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一个
建设工程工作， 更多的是一个社
会治理、基层组织动员工作，需要
发动老百姓共谋、共建、共管、共
评、共享。 ”黄艳表示，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一定不能大包大揽，而是
要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发动居民
积极参与。 ②6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