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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儿子
多重残疾，母亲重残无业，父亲是
低保人员，外祖母轻微残疾，外祖
父母的退休金不多，家庭生活实在
困难。这个家庭的加梯意愿尤为
迫切，能否如愿以偿？黄浦区海南
西弄52号—64号“老楼加梯”给出
答案：能！
今年，全市“老楼加梯”3000

台是年度政府实事项目。这项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全力推进中，遇
到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困难群
体加装电梯意愿强烈，另一方面，
分摊费用往往超过困难家庭承受
能力。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黄浦区

大力推进“众人助梯”制度，让困难
家庭也有机会分享“一键直达”的
幸福。
何谓“众人助梯”？通俗地说，

就是“五个一点”——个人出一点、
政府补一点、社会筹一点、企业让一
点、邻里帮一点。
黄浦区民政局、区房管局联合

制定“众人助梯”试行方案，辖区内
人户一致的低保家庭、特困供养人
员、困境儿童、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
无业人员等困难群体，在加装电梯
过程中遇到的出资难题，因此得到
化解。
至于帮扶比例，设计也很细

致——低保人员、特困供养人员，
社会化募集帮扶比例为80%，爱
心企业和邻里共帮扶10%，剩余
部分由个人出资；困境儿童、符合

低收入条件的重残无业人员，社
会化募集帮扶比例为70%，企业
和邻里共帮扶10%，剩余部分由
个人出资。
“老楼加梯”进程中，“五个一

点”，看似不起眼，效果还真不错。
截至目前，“众人助梯”项目已帮扶
五里桥街道铁道小区、丽园新村，
打浦桥街道北蒙三小区，外滩街道
宁波小区等9户困难家庭；另外，
半淞园路街道的8户困难家庭，已
提出申请并通过民主评议、提交部
门审批。上周，“众人助梯”项目推
进暨普育东路101弄8号楼加梯开
工仪式举行，海南西弄52号—64

号“众人助梯”受益家庭的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
“众人助梯”，帮助困难群体解

决加梯一次性出资难的“痛点、难

点”，点穴到位，深受好评。无疑，
这项制度设计聚集资源、延伸服
务、解决问题，有效推动“老楼加
梯”，是申城基层治理的一次成功
实践。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宏大的

“老楼加梯”民生工程制度设计中，
“众人助梯”的“五个一点”很微小，
但其中的价值导向和社会效果，却
很是可圈可点。

12年前，市人大代表曹兆麟
提出“老楼加梯”代表建议，初衷
就是要解决既有多层住宅无电梯
居民的出行难。12年过去了，“老
楼加梯”制度设计从无到有、从繁
到简，最近三年，这一政府实事项
目的推进力度更是以每年1000

台、2000台、3000台的数量大幅
提升，数量提升的背后，是城市

的温度、是钢筋水泥城市的人文
关怀。
因为没有电梯，无法出行的群

体，在城市人口中，不是多数；因为
家庭经济困难而为加梯出资发愁
的群体，在加梯群体中，也不是多
数。如果说，“老楼加梯”的制度设
计，解决了第一种“少数需求”；那
么，“众人助梯”，就是解决了第二
种“少数需求”。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区

域，善治与否，不只在于保障多数
人的合理合法需求，也在于重视少
数人的合理合法需求；重视，并且
能够去落实，靠的是——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
在申城，这种善治、这种相辅

相成，如何实现？看看“老楼加
梯”“众人助梯”，见微知著。

“众人助梯”让困难家庭“一键直达”
姚丽萍

新民眼

浦东周家渡街道加梯背后的故事

居民“带头人”用心用情化解矛盾

装电梯关系到“悬空老人”等人群的下
楼难问题，有不少“卡”在一楼居民意见不
统一。近日，记者从浦东周家渡街道获悉，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街道聚焦加梯的民生
工程，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居民
“带头人”作用协调加梯矛盾，一些老旧小
区的加梯率已达到50%以上。

因为淋过雨
所以为别人撑伞
“我原来住在5楼，因为没有电

梯，特地把房子换到同一个小区另

一幢楼的一楼。年纪大了，爬楼梯实

在太痛苦了。”在上南七村，记者见到

了68岁的李金娣。她告诉记者，当得

知小区开始加装电梯，“因为自己淋

过雨”，她决定“为别人撑伞”，牵头在

楼栋里协调加梯事宜。

一番摸底下来，果然主要反对

者集中在一楼，除了李阿姨外，还有

三户人家。在邻居们互相做思想工

作下，两户居民投了赞成票，只剩下

最后一户居民，作为楼组长的李阿

姨决定用情理交融的办法，“专攻”

这户人家。

为此，她将心比心地向这户邻

居解释，担心电梯声音吵？“我是老

年人，睡眠不好，特地去打探过。电

梯平时不用的时候停在楼上，噪声

不会影响一楼居民。我都不担心

吵，你们小年轻怕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她还特地

带这户居民去看其他加装电梯后的

“样板间”。一楼采光等不但不受影

响，政府部门还会结合老旧住宅整

新工程，对一楼的楼梯间重新装修，

楼梯堆物没有了，拐角等空间还巧

妙设置了收纳空间，生活环境得到

明显提升。“楼道里清清爽爽，一出

门心情也好了。”李阿姨说。

在疫情中，楼道的居民们发挥

守望相助的作用，原本相见不相识

的邻居们相识互助，感情的黏合度

更加紧密了。考虑到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邻里情分，最终，一楼最后一户

居民也表示同意，促进了加梯工程

顺利完成。

“老房有喜”
加梯楼栋超半数
记者了解到，在李阿姨等“模范

楼栋”的带动下，上南七村的70个

楼栋中，具备加梯条件的已经有55

个，已有34台加装电梯签约，目前

竣工运行的达到21个。尤其是今

年以来，有11台加装电梯工程签

约，“老房有喜”的楼栋达到一半以

上。

83岁的老人宣文英告诉记者：

“我家住在5楼，要不是装好电梯

了，这条命恐怕早就没了。”去年底，

宣阿姨身体出了毛病，每天要去医

院吊瓶近半个月。“要是没有电梯，

光这上上下下的就吃不消，病情恐

怕很难痊愈了。”老人由衷地说。

因为加梯，邻里们的感情也更

上一层楼。有位顶楼的邻居感恩一

楼居民对加梯的支持，在装修自家

楼梯间的时候，“顺便”也把一楼的

楼道整治一新。

上南七村党总支书记徐玲说：

“现在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加梯，尤

其是街道加梯专班给予了大量支

持。加梯的最大难点不是经费问

题，而是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尤其

是让居民达成统一意见，是最重要

的一环。为此，需要发动居民力量，

不断总结成功经验来复制推广，以

一个带动一排，以一排带动一片。”

据悉，如今上南七村居民区党

组织对加梯工作小组的每位成员都

做到“职责清，任务明”。定期组织

加梯政策学习，分析加梯难点问题，

制定化解矛盾方案，让每个成员在

面对居民做工作时有问有答，心中

不慌。通过党员组织生活会、居民

代表会议、楼组长会议、组团式服务

以及社区云、微信群等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对电梯加装进行大力宣

传。截至目前，已签约30台，成功

使用20台，完成成片化可加装电梯

楼栋的50%目标。

工程监督
一丝不苟保质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周家渡

街道加梯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街道是浦东历史较为悠久的街道，

成立于1958年；现有81个自然小

区，其中63%为老旧小区，实有人口

12.73万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

43.88%。为此，街道党工委将给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民生工作

的重点，逐步推进老旧小区适老化

改造工程，在街道辖区内，目前共签

约136台，交付使用60台。

在推动加梯工程“加速跑”的同

时，居民区党组织对其监督力度也

没有丝毫松懈。比如，上南十二村

居民区党总支携手红色物业党支部，

共同落实三个监督：施工监督、质量

监督、资金监督。党总支委员和物业

专职人员施工过程阶段全程监督，对

使用的厂家牌号、钢筋的规格、防水

的落实、污水管的排布等等一一核实

监督，杜绝偷工减料的情况发生。居

民区工作人员及时把照片发到楼组

微信群，让居民们能放心使用电梯。

同时，严格把关资金流动，及时公示

每笔金额流动情况，让居民们对加

梯钱款的使用放心、省心。

加装电梯极大方便了居民日常

出行，后续维修和保养更深深牵动

居民的心。记者了解到，上南三村

居民区作为周家渡街道加装电梯的

佼佼者，在加装电梯的后续维保方

面也走在了前列。居民区党组织当

起了“红娘”，牵头组织业主与物业

公司协调对接，与浦东房管集团下

属振南物业公司签订了电梯委托管

理服务协议。上南三村物业接管加

梯，为物业参与加梯后续管理提供

了可借鉴的实例。

“后续，街道还将积极复制推广

成功模式，不断探索并完善电梯维

保新方式，努力形成内容全、用途广

的维保体系，力争让更多群众在加

梯后享受有序的运维管理服务，确

保加梯工作真正惠及百姓。”周家渡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上南七村加梯楼栋外貌

▲ 老年居民使用电梯，出行便利多了

▲ 上南七村具备加梯条件的楼栋占多数（模型上

插旗者）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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