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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近期相继报道了我市老旧小区改
造的相关政策、首批97个老旧小区改造名
单以及建设进度通报等消息后，在社会各界
引起强烈反响。11月26日、27日，在市、区
百城办牵头下，本报记者深入到部分仍未开
工建设的老旧小区，与社区、街道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面对面，了解未开工原因，直击居
民的痛点难点，助推我市老旧小区整治改
造。

曙光街40号院：
居民痛点基本列入改造清单

11月26日下午，市百城办、新华区百城
办工作人员和本报记者一起来到位于市区
曙光街与荟文街交叉口东南角的曙光街40
号院。这个小区共有7栋楼，建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层高为五层或六层，小区内道路
高低不平破损严重，线缆乱扯乱拉，小区部
分地段围墙墙体风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另外，小区还存在垃圾、杂物随意堆放，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现象。

王振云是曙南社区党委书记。据他介
绍，这个小区属于杂居院，居民构成复杂，卫
生保洁至今由社区代为管理。小区业委会
还未成立，目前成立有居民代表议事会，代
表以楼长及热爱社会公益活动的居民为主，
共12人。

对于小区改造至今未能动工的主要原
因，曙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康晓娜解释说，
为了尽量让小区居民对改造结果满意，小区
改造的规划设计图纸已前后修改十多遍，耽
误了时间。另外，由于对政策没吃透，存在
等资金到位再动工的想法。目前该小区改
造处于招投标阶段，预计12月下旬动工建
设。

住在这里2号楼1单元4楼的王女士对
于小区改造的愿望十分迫切。她认为小区
最需要改造的是道路、排水系统、空中密如
蛛网的线缆。另外，小区没有路灯，夜里出
行十分不便。小区里的非机动车车棚破旧
不堪，如果能重建就更好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小区3号楼的张女士
和韩女士，两人均表示如果需要，愿意为小
区改造出钱、出力。对于是否愿意筹资加装
电梯，韩女士表示最多出两万元。

王振云介绍，虽然部分小区居民“花钱
买服务”的意识淡薄，但小区改造完成后，社
区仍会积极推行物业公司入驻管理，否则改
造成果很难保持下去。

黄楝树小区：
没有业委会，改造进度受影响

11月 27日上午，记者和市百城办的张
了夫、卫东区百城办的李亚辉到卫东区建设
路街道了解情况。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云
斐说，征求意见、方案设计已经完成，招投标正
在进行，纳入改造的黄楝树小区将于下月开
工。得知黄楝树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张了
夫提醒他们这可能给改造推进带来难度，必
须重视业主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
用，这都是在其他小区已经被证明过的。

王云斐等带着大家到黄楝树小区实地
察看。一楼住户董仙老太太迎住工作人员，
反映因化粪池堵塞，她家下水道往室内漫
水，当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次改造将解决这个
问题时，董仙很高兴，连说“太好了”。工作
人员告诉她这次改造还想给大家装上电
梯，作为一楼住户有什么意见，董仙说大家
都同意，她就没意见。

住三楼的杨女士40岁左右，她特别期
待通过这次改造家里能用上暖气，工作人员
告诉她，只要超过一半的住户愿意通暖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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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没问题。她高兴地说：“只要通上暖气，
我就重新装修房子。”她还希望装上电梯，
说“住得高了，买个大件东西人家都不愿
意往上搬”。同楼住一楼的彭大妈同样期
待通暖气。

建东小区 61 号楼改造已经开始动
工，东安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东苑社区
党工委书记张朋可说，施工过程中与电
力、通信、供水、燃气等部门的配合有一
些问题，“很小的一件事，申请材料上光盖
章一页纸都不够用，申请交到有关部门，
按正常程序批下来得好几个月”，这些都
影响了施工进度。他向张了夫提出建议，
在市级协调会议上提醒一下通信部门，户
外已经废弃的通信线缆能否在用户停用
的时候就清理掉，这种废线和其他各种线
路纠缠在一起，很难清理。

西苑小区：
多数居民表示
加装电梯费用过高难以承受

西苑小区是1995年建成的我市安居
小区工程，此次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名
单。

11月26日下午，在西苑小区院内，湛
河区九里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杨松
涛介绍，西苑小区成立了社区党支部，组
织党员干部通过观摩其他地方的先进经

验，为现有的党建工作提供借鉴。这次想
通过业委会换届，把更多的优秀分子充实
进来，进一步增强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党建
引领作用。

杨松涛说，此次西苑小区改造期间恰
好赶上业委会换届，因此耽误了开工建
设。“业委会很重要，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发
动小区业主行动起来，同时维护小区的正
常运转，这都得依靠业委会发挥作用。”

在是否需要加装电梯这个问题上，杨
松涛说，西苑小区两年前在小区里进行了
一次问卷调查。“按一部电梯造价40万元
计算，每户需均摊2.8万元，很多业主表示
难以承受。”杨松涛说，因为电梯造价高，
维护成本大，当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高层住户和高龄业主对加装电梯意愿强
烈，低层住户和低龄人群接受度则较低。

居民改造意愿较为集中的是：对房屋
漏水、地质塌陷沉降、地下排水管网老化
的改造和处理，以及楼道粉刷、小区绿化、
小区亮化这6个方面。

市老旧小区
改造办公室主任黄建军：

“共建共享共治”
把老旧小区改好、管好

市住建局局长、市老旧小区改造办

公室主任黄建军表示，老旧小区改造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改造涉及部门较
多，协调难度较大。在整个整改过程中，
要通过小区业主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发
动居民积极参与，变“代民做主”为“由民
做主”，做居民的“领路人”，因此仍没有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要抓紧时间成立
业主委员会。

作为小区改造的责任主体，县（区）
政府、街道办事处必须问需于民，小区缺
什么就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
么，让群众有更多的参与感。坚持以居民
为主体，将“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贯穿老
旧小区改造提质全过程，实现决策共谋、
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成果共享，把老旧小
区改好、管好。

黄建军强调，老旧小区改造要统一选
择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打包项目，通
过招标选择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施工改造，
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流程，强化施工队伍
管理，保质保量完成改造任务，真正把好
事办好办实。

我市将建立相互观摩竞赛制度，通过
比特色、比创新，看进度、看满意度评定改
造效果，对评比优秀的小区在奖补资金发
放时给予适当倾斜。建立老旧小区改造
督导考核办法，对各县（市、区）、市直有关
单位和专业运营企业计划制定、任务落
实、工作进度定期督导考核，奖优罚劣。

建东小区61号楼前，原来破旧散乱的车子棚正在被改造为坚固整齐实用的存车房。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湛河区西苑小区小广场上，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居民讲解
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内容。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新华区曙光街40号院里的围墙破旧不堪。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部分未开工老旧小区难点痛点各不同，咋改才能让居民满意？

问需于民，改造好更要管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