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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观察

民生需求 一揽受理一管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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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8岁的虞绿叶，在静安区常德路695号住

了近40年。最近，她正欢天喜地打包行李，准备外出

租房“过渡”，“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能住上有阳台、厨

卫独用的新房了！”今年3月，常德路695号旧住房成

套改造项目实现100%签约，53户居民即将告别厨卫

共用的日子，两年后回搬新居。从合用灶间里的磕

磕碰碰，到未来独享智能厨房的闲适，居民的期盼

中，浓缩着上海旧改三十余载的破茧蝶变。

自1992年上海提出危棚简屋改造目标，至2022

年成片旧区改造收官，三十年旧改历程成绩卓著。

随着2022年7月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

面完成，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时代。如今，攻

坚战转向零星旧里、老旧小区及城中村等“两旧一

村”改造，以更精细的针脚织补着城市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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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新图景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
连着发展。3月30日，浦东新区新场
镇“城中村”改造项目集土部分签约
全面完成，5个地块实现清盘。加上
此前结束的国有土地居民签约，该项
目签约工作全部告捷。家住军民新
村的王老伯说：“我一直都有一个征
收梦，没想到真的赶上了好时机。多
年来的爬楼难题终于有望解决了。”
“新场是活的古镇，是浦东原住

民的真实生活画卷。”但随着古镇“垂
垂老矣”，居民对改善居住条件的呼
声日益强烈。新场镇党委书记蔡笑峰
介绍，此次改造涉及古镇及邻近村居4

个点位，其中部分位于历史风貌保护
规划范围及周边，既要助力申遗又要
满足民生福祉，成为最大的课题。
项目创新性地将分散的不成套

房屋（小梁薄板房）纳入“城中村”改
造范围，通过“党建联盟+指挥部+项
目公司”模式，构建区域党建、基层党
建和项目党建的三级协调机制。浦
东新区建交委、新场镇、浦开集团三
方联合组建“城中村”改造党建联盟，
并成立项目建设指挥部，为项目推进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面对复杂产权、家庭矛盾、多元

诉求等挑战时，各工作组深入一线开
展“面对面”入户沟通，确保“一户不
落”。居民叶老伯位于奉新路的房屋
因产权资料缺失，面临评估困境，征
收事务所成立专项工作组，通过查阅
历史档案、走访当事人、实地核查等
方式补全资料，保障了叶老伯的合法
权益，更为征收工作注入人文关怀。

3月22日起，新场镇“城中村”改
造项目全面提速，5个地块的集土签约
工作启动。签约期间，“开新数智”系
统也同步上线，系统通过构建“一户
一档一坐标”三维立体数据库，还原

建筑肌理、产权边界及周边环境，叠
加户主信息、补偿方案等数据。管理
人员通过三维模型可快速定位争议
房屋，精准掌握权属关系。针对“一
房多户”等复杂问题，系统还创新单幢
房屋多户映射功能，保障签约工作高
效推进，为项目“清盘”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新场镇“城中村”改造项目

签约收官，浦东新区的城市更新也按
下“快进键”。今年，浦东新区计划推
进10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达238
亿元，覆盖新场、合庆、航头、书院等重
点区域。浦东正以“城中村”改造为突
破口，重塑区域发展和百姓宜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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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改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
程。以人为本，才能居享其适。常德
路695号属于“零星区域”，曾经每4
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改
造后，原来的“小梁薄板”将变成钢筋
混凝土结构房屋，并增加电梯和阳
台，而且是独门独户、独用厨卫。

90后小徐曾在这里出生、长大。
如今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他得知
老房子要改造，却对相关政策存在诸
多疑问。旧改工作人员每日顶着时
差，通过微信耐心解答，常常和他远
程聊到深夜。经过多次“政策讲透、
情理讲通”，小徐最终委托在国内的
表姐完成签约。同时，他还提出了一

项特殊请求：父亲留下的一套老家具
承载着珍贵记忆，他希望能在改造中
妥善保存。工作组立即协调各方资
源，为这套家具安排专属保管空间。
化解矛盾纠纷，更要依靠法治的

力量。老许家户口共有6人，其中，外
甥人户分离，要求分走六分之一的利
益，一家人吵到工作组来。“成套改造
的政策，只有奖励费和过渡费，没有
‘分利益’这一说法。”工作组的律师
出面释法说理，调解了3次后终于同
意签字。“旧改不能‘一改了之’，既要
推进改造速度，更要守住情感温度，
这是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原则。”旧

改工作组负责人说道。
与中心城区的改造不同，金山区

更注重通过老旧住房的修缮提升居住
品质。朱泾镇新洲小区所在的浦银居
民区多为20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
由于历史原因未铺设天然气管道，居
民常年依赖液化气罐。扛罐上楼、存
放隐患等问题困扰住户多年。去年
起，浦银居民区联合朱泾镇城建中心
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开展走访调研，征
询居民对天然气入户的意见建议，最
终促成天然气入户与旧房改造工程相
嫁接，通过一次开挖、多线并进的集约
化施工彻底解决了“扛罐”难题。

居民蒋翠英看着跃动的蓝色火
苗，一家人喜笑颜开。“再也不用扛着
煤气罐爬楼了，每月燃气费也从120
元降至40元，既安全又实惠！”
随着修缮工程进入尾声，新洲小

区、凤翔东村等片区1001户居民迎来
安全便捷的天然气生活。硬件改造落
地后，社区里的“软服务”同步跟进。
朱泾镇城建中心通过10余场“板凳
会”征集到23条居民建议，其中20条
已经落地。凤翔东村广场区域安装休
闲座椅，新洲小区晾衣架下增设接水
槽……还植入“微更新”项目，解决了
小区车位不足、电瓶车充电不便、公共
道路狭窄、绿化率不够等“短板”问题。

4月8日，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
控江路888弄16号成套改造项目在
首轮征询首日即实现同意率100%。
4月12日，长白新村街道敦化路12、
14号（部分）旧住房的居民又迎来喜
讯，实现100%签约生效。两个项目
的相继推进，是杨浦区成功探索零星
旧住房成套改造新模式，攻坚克难、
回应民生期盼的生动实践。
敦化路12、14号（部分）是一个只

有19户居民的迷你项目，卫生间为两

户合用一间，整体居住空间狭小，设
施陈旧。成套改造始于2006年，因复
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能彻底完
成，成为“老大难”。楼中原先已有部
分居民早已完成改造，剩余19户居民
中，有7户因需要抽户置换而未签约，
剩余12户虽签约但遗失了协议资料，
加之房屋本身结构限制，部分位于道
路红线内无法拆除重建，使得重启工
作困难重重。

面对这块“硬骨头”，杨浦区成套
改造办公室（区成套办）积极探索零
星旧改新路径。“这个项目启动时间
早，遗留问题多，聚焦机制创新，首创
‘1+2+N’标准体系与政策工具包，赋
予项目更大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突
破了过去遗留方案‘生冷硬’的难点。”
区成套办项目方案部部长蔡晨滨告
诉记者。新的改造方案听取和吸纳
居民的意见建议，为居民提供“原址

改建”和“协议置换”两种选择，形成
了符合实际的“点单式”精准方案。蔡
晨滨补充说：“比如，针对原址改建和
协议置换两类居民，通过设置同单元
施工影响补贴、首次增设内部分隔类
项目奖励费等方式，努力实现两部分
居民的获益平衡。”
此外，此次改造不局限于解决

“成套”问题，还叠加“美丽家园”与楼
幢提升方案，力求打造“内外兼修”的
幸福宜居环境。

工作日下午，松江区小昆山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一片热闹，刚搬来的
村民在此唱沪剧，远处崭新的运动场
上还有来打篮球的……
“我原来是陆家埭村村民，家里

老宅是八十年代建的……”居民唐先
生说。去年12月底，他搬进了崭新的
“文赋苑”安置小区，住进了阳光房。
小区周边配套业态一应俱全，去医院
和文化中心步行不到10分钟，还有图
书馆、体育馆即将建设。

2008年，小昆山镇获批全国小城
镇发展改革试点。通过减少农村建
设用地和增加城镇建设用地相挂钩

的方式，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以G60科创走廊为轴，以“二陆”文化
小镇和大港科创小镇为两翼的蓝图绘
就。永丰村、汤村村、荡湾村、泾德村
及大港村5个村的村民纷纷住进楼
房，而拆旧区已形成总区域面积达到
24300亩的现代化“万亩良田”。
“动搬迁过程中，经多次号召、动

员，当时拆旧区拆迁意愿达96%”，小
昆山小城镇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动迁安置小区的房型、环境越来越
好，都是和村民征询讨论的结果。刚
刚搬来的村民的居住位置也十分优
越，位于城镇中心地带。除了生活上

的幸福，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
来。据了解，增减挂钩实施后，小昆山
镇通过建新区带条件出让的方式，为
集体经济组织预留配套商业用房，后
期以资产租赁、多元投资等方式，不断
创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模式。2015年
至2024年十年间，小昆山镇经济联合
社已累计发放红利3.73亿元。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住房的多样化、多元化需
求，从“点单式改造”到“三维数据决
策”，上海的旧改攻坚战用一砖一瓦
的更新，丈量着超大城市治理的温度
与精度。以“人民满意”为标尺，这场
攻坚战正成为民心所向的幸福工程。

本报记者 解敏 宋宁华 陈佳琳 赵菊玲 曹博文

数字赋能 “城中村”高效签约

路径创新 破19年蜗居之困

住进楼房 加快向城镇集中

■ 修缮进入尾声，凤翔东村居民迎来崭新生活 朱泾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