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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老龄化程度

逐步加深， 为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已成为越来越多

“悬空老人” 的现实需求，

上海市不少街道结合小区

修缮、小区微更新、楼道美

化等项目着力推进既有多

层住宅成批加装电梯工

作， 让辖区范围内更多居

民享受 “一键直达” 的便

利， 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记者 傅佩文 郭爽 周韵洋

今年年初，金牛花苑小区成为漕河泾街道第一个实现加装电

梯全覆盖的售后公房居民区，40 个小区门栋都将用上新电

梯———其中，18台电梯已投入使用、5台电梯吊装完毕、6台电梯

基坑道路硬化完成、11 台电梯集中开工，1056 户居民由此开启

“一键直达”的幸福生活。

电梯工程“量身定制”

金牛花苑小区于 1996 年建成，共有 40个门栋，仅有 28个适

合加装电梯，难点在于管道排布密集、先天性电容受限、绿化先天

不足等问题。在市、区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街道开展了前期管

线移位、电力扩容等配套工作，寻求推进加梯工作的突破口。凭借

扎实的前期准备，金牛花苑成为全市第一个一次性通过 40台批

量化加梯项目评审的小区。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写在纸上都是方法，落到实处总有困难。”经历了小区全覆

盖加梯的考验，金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红英有感而发。在推进

过程中，她见到了不同楼层、出于各种因素反对加梯的居民。有的

同意装却不愿交钱，有的是困难家庭拿不出钱，还有的已经将房

屋出租，房东觉得加装电梯并不能直接享受利益……

如何将居民们拧成“一股绳”？多年的基层治理经验告诉周红

英，要积极发挥居民区党总支的“战斗堡垒”和“黏合剂”作用：强

化党建引领，主动跨前协调，发挥“三驾马车”效能，形成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联动机制。

“自从启动加梯的那一刻起，我也没了双休日和下班时间，每

天都要干到晚上九、十点，甚至与居民沟通交流至晚上 11 点多，

早已是家常便饭。”她为一个个门栋成功加装上电梯磨破过嘴皮，

也踏平过鞋跟，甚至发着高烧仍坚持工作到深夜。在软磨硬泡的

“交锋”中，也渐渐让金牛花苑小区的加梯梦照进了现实。

“三人小组”汇聚合力

为了发挥社区治理自治共治作用，街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贯穿至加梯工作的始终，引导居委在每个楼栋成立加装电梯“三人

小组”，推动有想法、有热情、有意愿的社区居民发挥协调参与作用。

施阿姨是一名老党员，热心的她在居民中既有口碑又有威

信。因此，当有居民邀请她加入“三人小组”时，住在二楼的她一口

答应了下来。尽管自己对电梯的需求并不迫切，但她很愿意为老

邻居们享受到这一政策出力。

除此之外，18 号、20 号、23 号、28 号、33 号的楼组长都是住

在一楼的居民，他们跑上跑下做工作，感染了那些有顾虑的居民，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征询过程中，也有住在高层的年轻夫妻不买账，“我走五楼

能锻炼身体。”“三人小组”便多次沟通，仔细说明想加梯的居民有

哪些实际困难，这对通情达理的年轻夫妻最终态度转变，予以理

解。待电梯落成启用后，没想到他们连连夸赞，“再也不用抱小孩

吭哧吭呲爬楼梯了，搬快递回家也更方便了。”

有了居民的鼎力支持、“三人小组”的辛勤付出、“三驾马车”

的多方协调，还有市、区、街道、加梯单位、有关部门的“多元合

力”，才创造了金牛花苑小区“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焦点关注

2022年2月23日~3月1日

【漕河泾街道】
首个加装电梯全覆盖小区的诞生

■金牛花苑 18台电梯已投入使用

徐汇区枫林街道以一楼为加梯召集人，成立自治平台，专门

做加梯，如今，宛南六村居民区已准备向加梯“全覆盖”推进。

2月 13 日，徐汇区枫林街道迎来了农历虎年第一批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集中动工“开门红”，本次集中动工仪式共涉及两

个居民区，总计 8台电梯。

开工仪式当天，春寒料峭、细雨濛濛，却难挡宛南六村、西木

小区加梯居民高涨的热情，因为这一天的到来预示着居民们很快

将告别气喘吁吁的“爬楼”生活。

“终于盼到这一天啦！”宛南六村业主代表傅阿姨高兴地竖起

来大拇指，“我都安排好啦，等电梯运行以后，我要带着小孙子去

宛平剧院兜一兜，还要去枫林路街道社区食堂打打卡。”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念民之所忧，更要行

民之所盼。”西木小区居民、电梯加装“三人小组”组长姚吉激动地

表示，爬楼的诸多不便长期困扰着高楼层居民，大伙儿一直盼望着

出行问题的改善解决，此次终于迎来了加梯梦圆。

谈及此次加梯成功经验，两个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都表示，要

培育邻里“领头羊”，把握加梯“好时机”，同时发挥“首梯效应”，解

决“急难愁盼”。

一直以来，宛南六村居委会将电梯加装工作看作发展居民自

治的切入点，将自治理念充分贯穿加梯全过程，持续培育、支持、

引导自治小组，用好楼组自治，培育邻里“领头羊”，挖掘发动了一

批以一楼为加梯召集人的“三人小组”，打造“六邻汇”自治志愿团

队，绘就加梯“同心圆”。党总支书记孙嵘捷表示，让加梯自治小组

从电梯加装中来，到社区治理中去，既成为当下加梯工作中的支

点，也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基点。

作为居民区第一个加梯成功的楼组，西木小区 14号楼电梯

加装工作前后总共历时不到三个月———通过两次楼组居民大会

就全部签约成功，签约后不到半个月就将所有费用筹措到位———

这对社区加梯工作的规模化推进具有标杆意义。西木南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马姗颖说，党总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首位，凝聚团结更

多党员群众，充分抓住“三旧”变“三新”实事项目落地的契机，发

挥好首梯示范效应，争取打赢批量加装电梯“攻坚战”，进一步实

现更多“悬空老人”期盼已久的落地梦。

去年以来，真如镇街道启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解

零行动”，通过党建引领自治共治广泛协商，用好政策支撑，

争取最大覆盖面，街道 29 个居委会实现加梯解零，成功签

约 66台，开工 56 台，竣工 10 台，解零覆盖面达 90%。

居民意愿迫切

真光新村第一居民区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小区，绝大多

数居民的加梯意愿非常迫切，自加梯项目启动时，多位党员

甚至不少居住在一楼的党员楼组长主动请缨，积极加入了各

楼组的“加梯工作小组”。不仅如此，当邻居出资困难时，居民

更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甚至为楼组内资金暂时周转困难

的居民承担了部分费用。

“撇开加装电梯的其他技术因素，人心所向，彼此相让，

加梯也就不再是难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向菁薇认为。

创新资金管理促双赢

当 20 余个楼组均提出加梯申请，并成立了“加梯小组”

时，由于首次面对如此之多的楼组同时开展工作，一时间，真

光一小区的加梯项目反而陷入了瓶颈。

面对这种状况，小区业委会由党员带领成立了工作组，

牵头将楼组按户型划分，有序安排“加梯小组”分批开展工

作，小区加梯项目得以继续推行。

按照惯常操作，一个楼栋三人小组需开设一个账户，然

而真光一小区共有 22 个楼组，若开通 22 个账户，管理起来

程序繁琐，监管难度也大。方法能否有所突破？

在党总支与业委会一次次“头脑风暴”中，一个大胆的设

想诞生了。向菁薇和业委会主任积极与多家银行进行多次沟

通，询问“以业主大会的名义开设一个付款账户，参照维修资

金账户的管理方式管理”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最终，有一家

银行承接了这样的“特殊定制 VIP 服务”。

“银行、居民、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银行听了我们的想

法以后，觉得可操作性很强，居民听到这样的方案，也表示放

在公共账户更放心，使用起来也方便，皆大欢喜。”这个双赢

的局面极大推动了小区的成批加梯项目，成为项目成败的一

个关键点。

把脉开方“运维难题”

加梯项目推进过程中，适逢小区综合修缮项目工程开

工，真光一党总支决定让加梯工作与综合修缮同步推行，既

使得规划更合理，也能减少二次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比

如电梯外立面颜色的统一，楼道内饰粉刷、管线重新布局、挖

基坑时涉及的管道移位，这些都可以与综合修缮结合起来规

划，还能为加梯节省一部分费用。”向菁薇表示。

随着加梯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日常保洁、定期维护、维保费

用的分摊收取、办理加梯提取公积金……加装电梯后的一系列

运维问题也成为居民关心的热点。

有一位居民，因为自身职业的关系，见过许多“加梯过往

经验”。尽管他也认为加梯是利好，“如果后面有很多解决不

了的麻烦的话，那么我情愿不要电梯。”由于该居民态度坚决

强硬，一度让整幢楼的居民都对加梯失去信心。

面对这些问题，真光一党总支整合辖区内的资源优势，

一一寻求解决方案：利用共建党支部市场监管所的专业力

量，为加梯后的维保环节提供专业支撑；与党建联盟单位银

行合作，引入“家园卡”便于今后日常维保费用收缴；预约公

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入驻小区，为居民办理公积金提取提

供业务咨询……一次次上门沟通，当居民了解到这一系列方

案后，所有的疑虑被彻底打消。

1月 26 日上午，真如镇街道在真光一小区举行修缮小

区规模化集中加梯开工仪式，居民们“一键直达”的梦想即将

成真。

■宛南六村加装电梯集中动工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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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街道】
一楼住户成加梯“召集人”

成立自治平台“全推进”

【真如镇街道】
真光一居民区创新资金管理促“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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