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南”涅槃 古塔焕新

居民自治，让美好向邻而生
杨 欢

新民眼

 
    年8月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顾 玥 本版视觉/邵晓艳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本报讯（记者 孙云）内环

内，新房建筑面积从41平方米至

115平方米，地下停车位超过800

个，人车分流，布设充电桩，底层

架空，社区内有6000余平方米社

区食堂、卫生站、健身中心、图书

馆、社区睦邻中心、老年人日间照

护场所等复合型公共服务设施，

计划新建一座标准化小学……这

么好的小区在哪里？就在杨浦区

凤城路。昨天，2023年上海市最

大规模的拆除重建项目及《上海

市城市更新条例》生效后全市规

模最大的拆除重建项目，在凤南

一村启动正式签约，首日即迎来

98.06%高比例生效。

凤南一村建于20世纪50年

代，共有35栋房屋85个门栋，涉

及居民1794户、非居19户。小区

地势低洼、设施陈旧、功能不全，

煤卫多户合用，居住环境恶劣，存

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呼声强烈。

居民孙老伯说，他住的房子

建于1958年，自己从1960年搬

进去住到现在，虽然在当年算是

比较好的住房，但几十年过去

了，房子越来越老旧，特别是三

户人家合用卫生间非常不便，一

家人早就盼着旧改。居民郁阿姨

说，自己家住1楼，一下大雨房子

就会进水，所以家里都是霉味，雨

天要整天开着空调抽湿，如今能

够不花一分钱就在原地住上新建

的高层新房，别提有多高兴了。

居民张阿姨兴奋地说：“我在凤南

一村从姑娘变成了老太，这回终

于要实现争取70岁住新房的心

愿了！”

在居民们的期盼中，第一轮

书面征询于3月29日正式启动，

第一轮意向征询于4月28日启

动，提前7天实现同意率100%的

重要阶段性成果。8月14日，项

目正式启动二轮预签约，仅仅12

天就超过协议生效条件的95%，

跑出了杨浦城市更新加速度。

而在这背后，是控江路街道186

名下沉干部分为8个群众工作

小组，同签约单位一起奋战在项

目第一线，以“5+2”“白加黑”的

工作节奏挂图推进的心血，也是

杨浦区各相关单位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全心全意解决百姓

“忧心事”、做好矛盾“调解员”、

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努力成果。

昨天下午4时，凤南一村居

民在欢庆的锣鼓声中来到居委

会。此时，工作人员刚刚在项目

推进栏“星星墙”前完成新签约户

的“贴星星”工作。看到高比例生

效的喜人成果，大家一起切蛋糕

欢庆新生活的到来。截至当晚

11时，总计完成签约1778户，同

意率达98.06%。据悉，项目预计

在4年后竣工。项目组工作人员

表示，将乘着“首日即生效”的东

风“搬迁即开工”，尽可能缩短居

民在外过渡的时间，让大家早日

回到“凤南”涅槃后的新家，享受

人民城市美好新生活。

据介绍，凤南一村的拆除重

建对标最高标准，将民意融入改

造全程，聚焦难点堵点，积极在区

域规划与居民需求中寻找平衡

点，在外观设计上赋予安置房现

代大气的外观建筑风格，在设计

中注重民生改善和品质提升相结

合，统筹考虑居民关切的停车、充

电桩、人车分流、适老化、儿童友

好等问题，结合节能降碳、海绵城

市创建等专项工作，前后进行了

6次颠覆性修改和重新设计，历

经20余稿修改完善、近百场各级

别专题研讨会，最终形成整体方

案，将把凤南一村改造项目打造

成杨浦区旧住房更新改造样板，

形成“点上突破、面上引领”的示

范效应。

此外，杨浦区方面表示，旧住

房成套改造是杨浦区全面加快推

进“两旧一村”改造工作的标志性

民生工程，计划用两届政府十年时

间全面完成剩余13.4万平方米不

成套房屋（含“小梁薄板”）改造任

务，努力打造形成与杨浦人民城市

样板间相匹配的安居宜居新面貌。

■ 小区居民

和居委会工

作人员一起

切蛋糕庆祝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在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如果
广泛发动居民力量，做到群策群
力，就能让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楼管会”“睦邻坊”等居民自治组
织应运而生，在环境整治、矛盾调
解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就
是最好的证明。

青浦区盈浦街道西部花苑社
区是有着  年历史的老小区，居
住着    多人，但社区干部只有
寥寥数人。青浦西部花苑居民区

党总支构建了由“党总支—片区干
部—楼组长或单元长—志愿者”组
成的四级治理网络，   名在职党
员、   名社区党员分布于   个
楼栋内，将社区自治的触角延伸至
楼道。有困难一起帮，众人事众人
议，“家门口”就能解决烦心事，一
批自发组建的社区自治特色团队
立了大功，比如专注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的“王老师法律工作室”、参与
社区公共绿地养护的“播绿者小
队”、解决社区居民假期带娃烦恼
的“爱心学校”等。

对于超大型城市而言，政府部

门大事小情一包到底，既不现实也
不科学。对车位怎么划合理、设施
怎么修为宜等烦琐事项，没有谁比
生活在小区里的居民更有发言
权。社区治理不是居委会一家的
事，而是全体居民共同的事。大家
一起参与，社区热闹了，人和人的
联系互动更多、更紧密了，很多烦
心事、复杂事便能迎刃而解。

“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大家的
事情大家办”，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共
同解决社区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方面的问题，是社区居民自治的主
要内容。不过，参与公共事务需要

付出，对个人能力素质和时间精力
也有要求，相关团队的组建需要一
定的推动和引领。通过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将党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
体系有机融合，党组织作为主心骨，
引领各种力量跟着干，能够起到培
养自治能力、筛选自治骨干的效果。

片长、组长、居民代表携手共
治，架起沟通桥梁，让居民从不认
识到认识、从不联系到常联系、从
普通的小家庭到和谐的大家庭，党
建引领、居民自治、多方参与、以情
聚人，能够切实解决小区居民的困
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带动居民参

与社区自治管理，着力提升治理水
平，共享人情味生活，美好向邻而
生。让“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
从口号变成行动，让更多居民以理
性和公心参与小区事务，让真正有
协调服务能力的人脱颖而出，小区
这一城市细胞也将被充分激活。

社区居民自治是发展所需、民
心所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健
全长效机制，扩大社区基层治理成
效，借助居民自治管理把民心聚起
来、把民意拢起来，能够不断增进
社区居民安全感、舒适感和幸福
感，齐心协力打造文明美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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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尖“宝葫芦”
重现金色光晕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法华塔始

建于南宋开禧年间，距今有800多

年历史。它是嘉定建县前的文物建

筑，见证了嘉定沧海桑田的发展变

化，也承载了嘉定深厚的历史文化。

今年4月，法华塔修缮工程正

式启动。“法华塔上一次大修，在

1995—1996年。经过20多年风霜

洗礼，近年来法华塔又出现了塔刹

倾斜锈蚀、屋面沉降残损、栏杆糟朽

摇晃、梁柱开裂倾斜等隐患。”嘉定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修

缮完成了缩檐、塔刹除锈、木构件加

固归正、内外粉刷等工程，坚持修旧

如旧、最小干预原则，尽可能地使用

原材料、原工艺，在有效消除法华塔

安全隐患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

了法华塔的历史风貌。

法华塔是一座七级方形楼阁式

宝塔，塔顶“宝瓶”形似葫芦，还有一

些铁制的露盘、铁环等，统称“塔

刹”。此前，“宝葫芦”原本贴金的部

分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工人爬上去

前后刷了三四遍金漆，再反复打磨，

最后贴上金箔，还原其始建之初的

样貌，塔刹也重现金色光晕。

部分珍贵文物
首次面向公众
昨天，与修缮一新的法华塔

一同和公众见面的，还有“文峰嘉

脉——法华塔历史主题展”。展览

由上海博物馆和嘉定博物馆联合主

办，在嘉定博物馆特展厅展出法华

塔天宫、地宫发现的石函、玉雕人物

像、水晶蝉等珍贵文物。

本次展览分“回首沧桑：法华塔

的历史变迁”“考古遗珍：法华塔的

珍贵文物”“学之玄武：法华塔与嘉

定文脉”“金沙夕照：历代文人笔下

的法华塔”“那时月色：法华塔的百

姓故事”五个部分，共展出相关展品

80余件（套），涵盖了玉器、陶器、青

铜器、瓷器、古籍、书画等类型，将一

直持续展出到10月31日。

“法华塔凝固着嘉定的城市精

神，也牵系着每个嘉定人对这座城

市的情感记忆。”嘉定博物馆办公室

主任袁晔珺告诉记者，1996年大修

时，法华塔天宫、地宫发现了不少珍

贵文物，“本次展览是这批文物首次

较为全面完整地与公众见面”。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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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嘉定，练祁、横沥两河交汇处，一座法华塔巍
然矗立   多年。昨天，法华塔修缮竣工暨“文峰嘉脉”
法华塔历史主题展开幕仪式在嘉定举行。历经4个多
月修缮，这座嘉定的重要文化地标焕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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