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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养老”试点，人大代表建议：

适度放宽
趸租审核标准

安居梦圆
人才近悦远来

依法当宽则宽、未成

年人保护、法律监督、反腐

败……今天上午，市人代

会审议两院工作报告。在

开会休息时间，律师代表

刘正东、俞秋静、金缨（左

起）仍在热烈讨论报告中

的专业问题。

本报记者 刘歆 宋宁华
摄影报道

市人大代表姜冬冬：

两会影话

律师代表热议两院报告

（上接第1版）我们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十二届市委

四次全会精神，锚定新征程“建设

什么样的上海、怎样建设上海”的

战略指向，把服务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擘画的宏伟蓝图作为鲜明主题

和突出主线，以实际行动和履职成

效，交出推动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合格答卷。服务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中彰显政协担当；必须更好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精准服务上海改

革发展中贡献政协力量；必须广泛

凝聚人心共识，在铸就团结奋斗澎

湃合力中展现政协作为；必须全面

赋能城市治理，在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中发挥政协优势。

胡文容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嘱托、勇担使

命、团结奋斗，为加快建成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奋力创造令世界刮目相看

的新奇迹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吴清在闭幕会上讲话，代表中

共上海市委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

会议胜利闭幕表示祝贺。他说，会

议期间，全体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强烈的

使命担当，积极协商建言，广泛凝

聚共识，充分展现了人民政协作为

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势，充分彰

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机活力。

吴清说，去年底，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上海考察，发表重要讲话，

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上海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希望政协学习好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上海市委十二

届三次、四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

机结合，进一步找准政协工作的主

攻方向，聚焦建设“五个中心”、深

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建设人民城

市、提升文化软实力等重大任务积

极建言献策，为上海在更高起点上

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汇聚

更多智慧和力量。

吴清说，中共上海市委将一如

既往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工作，

为广大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有

利条件、提供更好保障。

应邀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

李仰哲、赵嘉鸣、陈通、朱芝松、张

为、陈金山、李政，郑钢淼、周慧琳、

宗明、陈靖、张全、徐毅松，张小宏、

刘多、华源、解冬、张亚宏、陈杰、陈

宇剑、舒庆、彭沉雷，蒋卓庆，贾宇、

陈勇，汪昱、张勇、焦占锋、王汉波，

老领导陈铁迪、龚学平、殷一璀、吴

志明等也应邀出席大会。在沪十

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近期，一个被称为“趸租”的

“租赁+养老”新模式，悄然在沪试

点。在全市14个试点街道中，参

与试点的老年居民，可以将自己的

老房子交给由市房管局指定的国

企，由企业将老房子装修后出租，

与此同时，老年人则可以搬到指定

的五个新城中的新房中，来改善居

住条件。

徐家汇街道完成了上海首个

趸租项目签约。居民张阿姨与女

儿成了趸租的首批受益者，两人从

34平方米的“老破小”搬进新城区

80多平方米的精装两居室，并且每

月还能收到承租方给予的两处房

源的差价。

“趸租”模式，一方面让老年群

体住上郊区新房，另一方面增加中

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但

在向老年群体宣传、开展趸租模式

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实际操作和

推进造成一定影响。在推行趸租

工作中，对老年群体的资格审核过

于严苛。”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人

大代表、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记万

小岚建议，加强老年群体趸租模

式，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她发现，当前，可以通过趸租

模式改善居住条件的是针对60岁

以上、居住在一室户或一室半户内

的老年人。然而在实际推进中遇

到一些阻力：一是高龄老年人几乎

无法申请，年龄超过75岁的老年

人基本无法通过申请；二是对现有

住房的房型要求较高，只能针对一

室户和一室半户的房型可以趸租，

却未将人均住房面积等作为辅助

参考因素。

万小岚介绍，当前，可供老年

群体选择的趸租房源有5处，经她

实地调研发现，大部分房源小区外

生活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偏慢，已成

熟的生活配套设施与房源地有一

定距离，而老年人出行多以步行或

公交为主，前往生活配套设施多有

不便。“对老年群体的社交情感需

求考量不足。”万小岚认为，当前，

趸租模式更多考虑到老年人的硬

件居住条件，如住房面积、配套电

梯、医疗资源、交通便利性等，但对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关注度偏低。

在实地调研趸租房源时，没有看到

供老年人娱乐的活动空间，周边的

文娱活动资源也与中心城区有着

明显差距，使得趸租房源对老年人

吸引力偏低。

为此，万小岚建议，适度放宽

趸租审核标准。在对趸租老年群

体资格审核时，除了老年人年龄、

房屋房型外，还应当增加辅助考量

因素考量。一是考量老年人当前

身体健康状态、是否与子女共同居

住或子女是否看望便利等因素，可

适当放宽参与条件。二是在房型

审核时，不能只考量房型，更应当

将家庭人口密度、房屋总面积等作

为考量因素，如一些老年家庭虽然

房屋面积较大，但家庭条件拮据

的；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人均居

住面积较低，房型不是一室户或一

室半户、但房屋总面积偏小的；以

及厨房卫生虽是独用，但是“套外

成套”的，这些也可考虑向其开放

趸租政策。

万小岚建议，今后新增趸租房

源应当提前配置完备生活配套设

施，并为现有配套不够完善的房源

小区开设公交短驳车线路，让老年

人能相对轻松地前往附近配套设

施。在趸租房源地公建配套用房

开辟老年活动室，同时鼓励老年人

抱团趸租，让老年人的日常社会关

系能够平移至趸租房源小区。

本报记者 杨欢

过去一年，12345市民热线小

区绿化扰民投诉，居高不下。如何

依法完善基层治理，以人性化、精细

化执法破解难题，让“扰民树”回归

“绿化树”？多位市人大代表就此提

出代表建议。

一个小区，要迁移一棵扰民树，

无论是几十户还是上万户，都要开

小区全体业主大会？这其实是对法

律的误读。“民法典第274条规定，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第278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

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当由专有

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

与表决，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市人大代表、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刘正

东说，这些内容跟小区迁移树木没

有太大关系，不能生搬硬套。

“首先，小区绿地虽属业主共

有，但‘几棵树’显然不属于民法典

第278条所说其他重大事项。目

前，小区扰民树问题比较突出，随意

提高申请迁移许可门槛，无疑雪上

加霜。”刘正东说，误读法律法规，机

械执法，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不

好，不可取。

任何时候，基层治理，都要先抓

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首先要保

障公民财产安全和居住安全。2015

年，《上海市绿化条例》修订，明确若

小区出现扰民树，严重影响采光、通

风和居住安全，或者对人身安全、其

他设施构成威胁，即可向区或市绿

化部门提出迁移申请。

不过，在去年出台的居住区绿

化调整办法中，多次提到由业主委

员会就迁移或砍伐方案征求业主意

见。想法是好的，但距离实际还是

远了点。“可以预见，业委会对征求

小区众多业主意见的畏难情绪，其

他不相关业主‘用脚投票’的普遍现

象，只能让扰民树问题更难解决。”

刘正东说。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委员金缨说，市、区房管部门

和街道要加强指导培训，帮助业委

会提升专业能力；同时建立数据库，

掌握全市各个业委会的运作情况。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持续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坚

持租购并举，健全住房保障体系。

“施工图”如何高质量地转化为

“实景画”，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记

者采访了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委书

记姜冬冬。

问：普陀区围绕“一套房”“一
间房”“一张床”等不同需求，如何

分层次、多渠道地解决好群众的住

房问题，帮助群众实现安居梦？

答：“十四五”期间，普陀区将建
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32488套

（间），形成供应21409套（间）以上。

截至2023年底，已分别实现“十四

五”总目标的77%和84%。

在筹措方式上，持续构建“多

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筹措体系。在桃浦

智创城板块，西部集团、城投公司、

中环集团、中铁建公司等国资国企

单位投资建设的4个新建项目正

在抓紧建设，预计在2024-2025年

可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超过3528

套（间）。在符合消防安全、房屋结

构安全、人口管理的要求下，鼓励

市场主体将闲置非居住存量房屋

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盘活存量

房屋资源。

同时，针对一些对租金价格较

为敏感、对通勤时间很重视的群

体，比如快递小哥、家政服务人员、

环卫工人等，积极打造“新时代建

设者管理者之家”，供应价格控制

在550-950元/月，突出低租金、可

负担的产品定位，圆城市建设者管

理者一个安居梦。

问：除构建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
体系外，如何更好地进行后续管理和

服务，提升租赁住房的生活品质？

答：一方面，我们将不断优化服
务流程。上海正加快建立健全住房

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在“随申办”微

信小程序、“随申办”App和支付宝

小程序均设置有“我要租房”服务专

题。目前，普陀区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均可在平台上通过“地图找

房”进行在线看房。

此外，普陀区还结合区情实

际，为所有申请入住区筹公租房的

各类申请对象设立统一办理窗口，

基本实现只进一扇门、只取一次

号、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次

性办好的服务承诺。

另一方面，将加强运营管理，

提升人才安居幸福感满意度，让人

才近悦远来。

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理

念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城市更

新模式创新。普陀区新年有何新

动作？

答：2024年普陀区将结合自
身实际，积极稳妥推进城市更新工

作，努力形成更多城市更新的普陀

经验、普陀样本。

稳步推进不成套职工住宅改

造。2024年计划再启动实施约2.7

万平方米。加快推进“城中村”改

造。2024年要加快推进真如光明

板块及岚皋粮库板块研究，拼好真

如副中心建设“最后一块拼图”，进

一步提升真如地区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

着力推进老旧工业区更新。

积极推进上海造币厂区更新提升，

打造独具特色的“金融+货币文

化”创新园区。持续推进老旧商业

商务区更新。继鸿寿坊更新改造

之后，今年重点推进利群时代超市

和长征影剧院地块统筹指标、共同

开展区域更新方案研究，适时推进

规划调整工作。此外，还将依托真

如古寺，打造历史商业文化复合型

街区空间，持续推进真如特色文化

商业街区改造提升研究，实现城市

品质提升和风貌保护的双向共赢。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人大代表建议人性化精细化执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让“扰民树”回归“绿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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