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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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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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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1日表示，为进一步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积极创新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在国新办1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黄
艳表示，2017年年底，住建部在厦门、广州等15个城市
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截至2018年12月，试点
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106个，惠及5.9万户居民，积累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她说，从试点及各地反馈的情况看，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涉及面广，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破解
三个难题：一是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加大改造资金筹集
力度。二是地方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发动
小区居民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积极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三是在改造中因势利导，同步确定小区管理模式、管理规
约及居民议事规则，同步建立小区后续管理机制。

黄艳表示，下一步住建部将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
抓紧摸清当地城镇老旧小区的类型、居民改造愿望等需
求，在此基础上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标准和对象
范围。二是按照“业主主体、社区主导、政府引领、各方
支持”的原则，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积极开展“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加强政府引导和统筹
协调，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保证改造工作顺利推进、确
保改造取得预期效果。三是积极创新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投融资机制，包括探索金融以可持续方式加大支持
力度，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四是在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上，顺应群众意愿，积极发展社
区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等服务。五是推动建立小
区后续长效管理机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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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

老旧小区改造
要“面子”更要“里子”

小区环境改善后，居民更加追求良好的社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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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旧小区改造远远不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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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过程中，政府一定
不能大包大揽，而要加强政策支持，引
导发动居民积极参与。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记者采访了解到，老旧小区改造的流程包括计划
制订、资金统筹、综合协调等环节。在这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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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街道还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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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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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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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整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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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修房屋到加装电梯

改造因地制宜

改造力破

“三大难题”

从“生人社会”
到“熟人社区”

改造意在构建长效机制

涉及上亿居民的
老旧小区 ？？该怎么改

扫二维码，了解江西南
昌西湖区老旧小区改造见闻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9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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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承载了很多人的成长记忆，在很大程度上
是城市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可是，或因理解认识上有
偏差，或因地方财力跟不上，或是想要快速出政绩，一些
地方更爱做刷墙等“面子”上的事，对于楼道杂物整治、水
电管线规范、居民诉求回应等触及居民利益且处理起来
难度较大的事，有关单位则能拖则拖。如此一来，有些人
难免会误认为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面子工程”。

其实，老旧小区居民十分关心楼内不再贴满“小广告”、
楼道变得干净整洁、消防设施管用可靠等“里子”上的事。
而且，老旧小区改造绝不仅是资金问题，还包括小区道路、
绿化、管线、水电气改造、加装电梯等多个方面，工程多，分
布零散，老旧小区的住户诉求复杂多样，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难题正是老旧小区改造要处理好的“里子”工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年将全
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解
决市政配套设施老化、管理维护难以为继等问题，同时制
定专门的老旧小区改造法律法规，从改造主体、改造模
式、资金来源、后期管理等方面加以规范。有理由期待，
今后老旧小区改造“里子”工程将有更好保障。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顺民心、得民意的民生工
程，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各地职能部门应更加深入
群众，更加准确了解群众诉求，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社区改
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把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民生工
程办好。 （据《经济日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相关评论▶▶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清
河
毛
纺
北
小
区
即
将
运
营
的
立
体
停
车
楼

杭州市江干区大唐苑小区加杭州市江干区大唐苑小区加
装了电梯的单元门装了电梯的单元门

工人在唐山市路
南区双新里小区的楼顶
上加盖防晒防漏屋顶

工人对加装好保温层的楼房墙体进行粉刷

唐山市新华南里小区
改造完工的部分住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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