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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业

7月28日，恒泰·珑湖二期盛大开盘，推出的29#、
30#号楼栋房源销售额达2.2亿元。

据了解，恒泰·珑湖总占地面积约为320亩，总建
筑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由邵阳市恒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一期开发建设约18万㎡，共
计738户，目前正开发建设二期项目，其总建筑面积约
52万㎡，容积率2.97，由17栋高层组成，呈品字型结构
坐北朝南错落分布，每栋之间的楼间距最小65米，最
大161米，建筑密度仅为14.67%，绿化率48%，车位配
比1:1，共计2876户。

该公司总经理戴建新表示：恒泰·珑湖是一个建于
城市稀缺地段、具有不可复制性的滨江公园住宅项目，
也是用匠心打造的高品质楼盘。本次二期首次面市销
售的29#、30#楼栋，主力户型为118平方米与142平方
米。当天近500组客户参与开盘活动。

恒泰·珑湖二期开盘

王海燕

对于住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
平房区的居民们来说，今年雨季不用再
为平房漏雨起急了。街道成立了三处街
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漏雨、下水管堵塞
等老房子常遇到的问题，物业中心负责
给“一站式”解决。

“确实管事儿。”今年4月底，家住宫门
口头条胡同的宋先生家漏雨，一个电话打
到物业，维修人员立马就上了门。比漏雨
更复杂的，是前不久宫门口头条15号因为
架空线入地和消防管道同步施工，导致地
下某处主管道塌陷堵塞，污水咕嘟咕嘟往
上冒，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堵在了哪儿。
白塔寺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调度，
街道房管所等相关部门立刻赶到现场，对
照地下管道图纸找到堵点，当天完成管道
疏堵，解了住户的急。

“管事儿，是因为各部门都在我们这
个平台里。”白塔寺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李京说。这家中心于今年3月8
日成立，覆盖白塔寺周边5个社区，涉及
39条胡同、约1万户居民。中心由一家平房准物业公
司负责日常运营，像房子漏雨、下水管道堵塞这类生活
中的常见问题，居民直接打物业中心的电话，就会有工
作人员上门维修。同时，街区物业中心还建立了联席
会制度，5家社区的党委、街道房管所、平房准物业、第
三方物品回收公司、街道城管科、街道绿化队、地区党
员服务队等和社区建设相关的力量，每月召开一次调
度会，研究解决各社区的疑难问题。遇到情况复杂的
突发状况，由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直接统筹各
方力量，不用再兜圈子先向街道请示。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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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南京玄武区红山路的十字街
小区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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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修房屋到加装电梯

改造因地制宜

老旧小区改造：

改什么？怎么改？
新华社记者 朱筱 周颖 颜之宏 荆淮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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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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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

改造意在构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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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力破“三大难题”

开盘现场，客户踊跃签约。唐明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