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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升级改造不能“一
改了之”，必须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维护好改造成果。否则，改
了也是“白改”，改完又要再改。
维护好改造成果只靠政府大包
大揽显然不够，还要激发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发动老百姓共谋、
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广大群
众住得舒心、生活不断向好，心
与党委、政府贴得更近，主人翁
责任感不断加强，参与城市建设
的自觉性，共建家园的热情、积
极性不断提高。老旧小区改造
远远不仅是建设工程工作，更多
的是社会治理、基层组织动员工
作。共同建设管理是老旧小区

改造能够顺利推进和实现长效
管理的“内生力量”，要积极探索
建立“共建共享”机制。

“共建共享”是保持改造效
果的根本方法。相关部门应当
多些“共建共享”理念，多一些
意见征询、科学论证、民主自
治 、集 思 广 益 ，下 足“ 绣 花 功
夫”，推动精细管理，建章立制，
强化政策，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小区建设与管理，引导支持成
立业主委员会，自己决定重大
事项，推动物业公司提升服务
品质，改变居民老旧观念，让更
多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共建共
享”的良好局面，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维护改造成果需要“共建共享”

·评论·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重要体现。我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城市发展始终，汇聚民心民意，优化政策举
措，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目的就是使改造成果惠及更多的市民群众，让大家的生活更加
便捷、舒适、美好。今天，本报记者将和广大读者一起分享老旧小区改造的那些事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我市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怎么样了？带着这样
的问题，记者走进了几个正在进行施工
的老旧小区改造现场。

在吉岭小区，记者看见这里的改造工
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随着挖掘机把地
面挖开，工人们赶紧围上去查看地下管
道，分析该如何处理地下管道。小区居民
李民议告诉记者：“听说老旧小区改造要
给这老小区更换给水、污水、雨水和热力
管线，这可太好了。小区的基础设施提升

了，对居民的好处那就太多了。现在施工
正忙，小区也堆放了一些施工材料和机
器，一时看上去还有点儿乱，有时施工也
有点儿吵。但是，小区内的居民大多数是
比较理解的。等改造工程结束，小区旧貌
换新颜了，那才叫一个美呢！”

在六千米小区，工地上的卡车来来
回回运来施工材料、送出施工产生出来
的垃圾。在一个已经挖开的坑口，工人
和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坑里面排污管线如
何衔接最合理……现场的一位工人对记

者说：“现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活儿主要集
中在地下管道方面，地下管线比较复杂，
这活儿干起来就比较费时费力。我们尽
量加快速度干，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不能拖了整个改造工程的后腿。”

以上小区是我市正在开工改造的众
多老旧小区其中的两个。据了解，我市
2020年计划启动改造28个老旧小区，建
筑面积85.8万平方米，楼房234栋，涉及
居民1.2万户。目前，工程已经全面开工
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进行时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居民多，面广量
大，且情况各异。改什么、如何改，是必须
解答好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从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先民生后提升，明确老旧小区改造重
点和内容。按照实现“实施一批、谋划一
批、储备一批”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市城市
修补工程，确定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老
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
小区内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管

网工程、环卫工程等项目改造；老旧小区
提升建设项目，包括本楼体、屋面防水、楼
道内粉刷、楼宇门、监控系统、小区污水改
造等项目改造；老旧小区红线外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道路
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通信工程、供
热工程、燃气工程、电力工程改造，以及养
老院、幼儿园建设等。

改旧先拆违，全力助推老旧小区改
造。为了便于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腾空老

旧小区内被占用的公共空间，还利于民，紧
密部署，集中力量，执法、公安、住建、社区
等相关部门全员出动，对城区老旧小区违
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通过深入各个小区
开展调查，讲政策，发放限期拆除通知书，
对改旧先拆违的重要意义进行宣传，取得
居民的配合。对不自行拆除的，采取强制
措施集中拆除，做到拆违不留死角、不留情
面、没有例外、一视同仁。拆违进展顺利为
老旧小区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老旧小区改造改什么、怎么改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惠民工程，小
区业主是居住环境改善的最大受益
者。那么，老旧小区改造如何能够确保
改造让居民满意呢？答案就是，尊重民
意，开门搞改造，真正把好事做好实事
做实。

为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印制下发了“两表一书”，
即居民入户调查表、改造内容选项表、物
业费缴费承诺书各 15000份，对需要改

造的老旧小区深入细致开展实地调查，
宣传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听取居民意见。在小区里设
置了改造新旧材料对比展架，让居民直
观看到严重破损的老旧管线、已经淘汰
的部分材质，群众可直接监督工程用材
用料。在各施工小区内设置了居民议会
室，派专人接待，直接倾听居民的呼声。
在设计中，设计单位现场走访，结合各小
区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提出设计方案，

并通过征求居民意见多次修改完善设计
方案。实行居民监督机制，每个小区选
出 3名居民代表，监督小区施工质量和
安全。选取 7个小区 9个楼道进行样板
间制作，设计风格有外包式与扣管式，居
民可根据不同风格、材质选择自家小区
楼道内改造样式。通过各种形式的“开
门改造”，充分发挥了群众参与、监督和
桥梁作用，形成互动，从根本上避免了

“政府干、百姓看”。

老旧小区改造如何确保居民满意

老旧小区改造需加强顶层设计，因
地制宜合理规划好小区环境，兼顾好合
理规划与艺术美感。

围绕城市总体规划制定了老旧小
区改造总体规划、片区控制性规划及

“一区一案”“一楼一案”“一单元一案”

详细规划。注重“四结合、五同步”，即
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总体风貌规划相
结合、与小区内外水电气热专项规划相
结合、与市政路网和公共交通规划相结
合、与养老抚幼社区服务中心规划相结
合；同步实施小区相通路网改造、拆违

治乱、管道设施设备升级、地下与地上
设施改造、“海绵城市”及垃圾分类。并
充分考虑临山、临河、临景因素，建设特
色小区，形成“一街一景”“一区一景”，
打造覆盖全城范围的 15分钟便民服务
生活圈。

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很重要

老旧小区改造积极推动老旧小区功
能完善、空间挖潜和服务提升，努力打造
有完善设施、有整洁环境、有配套服务、
有长效管理的宜居小区，是一项实实在
在的惠民工程改出居民幸福生活，这项
惠民工作深受我市居民称赞。

安居小区从上一年开始就已经开始
了改造，现在还没有结束。记者在小区
看到小区的路面已经新修完毕，路灯已
经装上了……小区居民王金成说：“新修

的路面让小区居民不再害怕下雨天了，
以前路面有大大小小的坑，一下雨就积
水，让居民出行很不方便。现在路修了，
下雨路面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水了。现在
改造还在继续，我们的小区会越来越好。”

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教师新村小区
和以前相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重新
铺装路面，更换楼宇门，包装楼道里的
管线、美丽的绿化带、粉刷的墙壁不仅
让小区的颜值提升不少，更让居民的居

住舒适度提高很多。居民刘景华说：“
小区改造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我
感觉像又搬进了新房子。居住环境好
了，心情也舒畅了，幸福感自然上升。”

百花小区还在改造进行中。居民
黄丽华说：“违建拆除了，地下管线还要
规范处理，公共空间还要有绿化，安装
健身器材……小区改造一定能让我们
这个老旧小区变个样子，我很期待改造
后的生活，想想就觉得心里美！”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居民幸福生活

三分建，七分管。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工程。让居民
能够真正地享受到改造后的成果，不但需要改造好老旧小
区，而且要管理好改造后的小区，维护老旧小区的改造成
果。为了管理好改造后的小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通
过多种举措，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计划采用城市大物业管理模式。以施工单位所辖物
业公司的市场化、专业化物业经营理念，结合国有房屋服
务中心服务能力，成立专业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全面接管
全市老旧小区物业。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红色物
业”。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的“四位一体”社区管理体制，整合服务区
域，缩短服务半径，增强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为
建设和谐社区打好基础。拓宽筹资渠道，共担改造成本。
按照“建设、管理、运营”一体化模式，由社会资本、建设单
位、房管中心、社区共同组建物业管理公司，给予物业公司
一定的特许经营权，通过收益期权出售，即特许经营权、广
告经营权、停车收费权、公共区域租赁收益权、社区服务收
益等，用于补充建设改造资金及后续管理费用不足问题，
弥补物业前期亏损。实行绩效考核全覆盖。定期对物业
服务公司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进行绩效目标考核，将剩余建
设资金付费与绩效考核挂钩，并对工程质量、后期运营全
程监督，确保项目质量、效率和延续性。

老旧小区要改得好
更要管得好

“自留地”变身景观带

““三不管三不管””地带升级休闲广场地带升级休闲广场

▲有山有水有河流成为现实

▶小区景观步道风景独好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序进行中

▼改造后的楼道，整洁美观。

▲所有计划改造的小区都将重新修建上下水管线

◀生活垃圾实现分类化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