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老龄化比例近
40%，管道堵塞、道路狭窄的“老破旧”小区，如何
华丽转身变成安心、舒心、暖心的智慧社区？

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逆袭”背后一个
个社区干部以真心、用心、齐心携手居民共建、共
治、共享活力社区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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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 最小的，最大的
上周四的早上，长宁区北新泾街道新泾

六村“乐爱家”居民活动中心的智慧健康小

屋里，73岁的史红英正在看病，“我患有高血
压，每周都要配药，以前要去2公里以外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有了这个家门口的
‘医务站’，看病配药方便多了！”

63岁的小区居民耿斌告诉记者，在疫情

前，乐爱家是他平时最爱来的地方。建造前
街道和居委会就给每一户人家发了征询表。

一开始也有居民不同意，社区干部一点一点
做工作，居民意见终于统一。建造后老年人

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可以在一楼看病、就
餐，可以坐电梯上二楼健身、阅读，还能在活

动室唱歌、跳舞，“在两层高的楼里还能有电
梯坐，这是专门为我们老年人考虑的。这样

人性化的设计，让人深受感动。”
他还特别说起了厕所问题，原来的活动

中心只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老年人常常
在排队等上厕所的时候憋不住尿在裤子里。

现在，一楼二楼都有宽敞整洁的男女厕所，
另外还配有无障碍厕所，再也没有等不及上

厕所的尴尬了。

乐爱家不但考虑老年人需求，也顾及有
更高消费需求的年轻人、有育儿需求的中年

人。除了提供免费开水外，还配有咖啡售卖
机、电子借阅机、亲子阅览室、朗诵亭等。

占地面积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最小
的一间房间是居委会办公室。搬过来之前，

居委会有三间比这还大的办公室。记者在现
场看到，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放置了包

括书记、主任在内的7名工作人员的座位和

一个墙边柜，外加一条走道，再无其他空间。
新泾六村居民区专职副书记姚文婷说：“我

们是最小的居委会，希望尽量把更多的空间
留给居民，最小的空间留给自己，开会谈业

务空间不够就到外面来，这不也是最大的居
委会吗？”

北新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志斌介绍，

为了申请包括乐爱家在内的实事项目所需

的资金，街道都是提前把方案做到最细，带
着图纸和预算一次一次去找财政部门，确保

每一笔预算都用在刀刃上。来参观的同行点
赞说：这么点钱居然办成这么大的事，真不

容易！
居委会社工王子琦清楚地记得2018年

她第一次参加乐爱家内部装修例行会议时，

看到很多人都自己带了杯咖啡过来。为了让
活动空间更人性化，更符合社区各类人群的

需求，大家一点一滴地“磨”设计细节，整整

“磨”了4个小时！开完会她终于明白为什么
大家都要带一杯咖啡来开会了。

污水管改造 最难的，最赞的
废水污水管改造是王子琦进入居委会

工作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直到现在，包括

她在内的所有居委干部的脑海中都会清晰
地呈现出居民家里卫生间厨房的样子，“因

为跑了太多次了，当时大家每天都像在打仗
一样，但也很有成就感。”

老旧小区的废水污水管道很多是用铸

铁材料制成，堵塞和腐蚀现象较为严重，管
道漏水、墙面渗水时有发生，一般性的维修

无法彻底解决，引发的邻里矛盾每天都有，
群众反映特别强烈。街道经过走访研究后专

门申请资金把管道更换工程加进新泾六村
的“精品小区”建设内容，成为全区精品小区

建设中首个“自选动作”，在57个单元楼全面
推行。李志斌说：“群众最需要做什么，我们

就尽量做什么。”
由于项目涉及更换居民家中厨房和卫

生间的下水管道，需要敲掉部分墙面和地
面，还需要同一根管的一楼到六楼全部同意

才能实施，起初不少居民是不同意的。居委
会一方面不断和居民做工作，打电话不行就

上门，白天没人就晚上，一次不行就多次；另
一方面先从12号楼试点，把换下来的一根管

道放到小区大门口展示。当看到锈迹斑斑、
堵满脏物的管道时，很多人马上就同意了。

家里刚装修不久的王阿姨，得知改造工程需

要“样板间”后主动请缨，带动了一大批居民。
项目从2018年6月开始动工，街道和居

委会一起现场办公随时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31号楼有一天施工后没把管道临时封起来，

楼上人家晚上洗澡把二楼卫生间弄得一塌
糊涂，居委会连夜协调施工方处理补救。

考虑到天气炎热，施工期间居民没办法

洗澡，居委干部就让居民到居委会洗澡。只
要有居民来，多晚都会等，常常半夜12点还

不能下班。邻里之间也会相互帮助，不施工
的居民邀请施工中的居民到家里洗澡。

有些居民家因为装修太久难以配到相
同的瓷砖有意见导致施工进行不下去，街道

和居委会就协调施工方一次次跑建材市场，
最多的一家跑了四次。看着社区干部真心实

意为大家奔波，不好说话的居民也变得好说
话了。

“最后一公里”的社区最能感知群众冷
暖，最能听到群众声音，也最能检验工作成

效。项目历时5个月就完成近1100户居民的
改造。在当年底街道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

中，室内废水污水管改造是最受居民欢迎的
改造项目。居民普遍表示：“以前没人做这件

事，也没人敢做这件事，现在用了几十年的
旧污水管道终于换了新的，再也不用担心阻

塞和漏水了，精品小区建设是真真切切为我
们办的大好事、大实事。”

加装电梯是另一项受关注的项目，居民
呼声非常高。新泾六村12号楼和14号楼是率

先“吃螃蟹”的两个单元，居民在街道和居委
会的带领下成立了楼道加装电梯自治小组，

自主完成了加装电梯公司选择、电梯选型和

居民意见统一，于2018年6月20日和6月26日
先后开工建设，12月27日正式投入使用。目

前，示范效应已经显现，北新泾街道已完成
10台电梯，另有4台电梯正在施工中。

社区治理 最细的，最暖的
社区治理的基础是共建，关键是共治，

最终目标是共享。新泾六村有30多位志愿

者。63岁的朱跃华是志愿者队长，不仅是乐爱
家的志愿者，还是垃圾分类和精神文明的志

愿者，每周一半的时间都在义务做志愿活动，
她说：“社区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实事，将心比

心，我们有时间有能力，也要回馈社区。”

65岁的郭阿姨说自己原来“油瓶倒了都
不扶”，现在却成了志愿者骨干，“居委会工

作人员任劳任怨，为小区付出了很多，我都
看在眼里，小区这几年有这么大的变化，真

的来之不易，我要好好珍惜，也要为小区贡
献一份力量。”2018年12月份小区开始试点

垃圾分类，这也是郭阿姨第一次做志愿活
动，那段时间天很冷，雨水又多，站在垃圾箱

房门口脚冰冰冷。让她感动的是，租住在小
区、管理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细心地把硬纸

板铺在地上让志愿者站在上面。这个举动虽
然微小，但一直温暖着她。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也越做越好。
居委会主任陈锡亮说：“社区工作中，旧

的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产生，只有
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通过精细化管理，

才能让老百姓满意，老百姓满意了，我们也
就满意了。”

社区细节越彰显，城市治理就越精细；社
区细胞越活跃，城市活力就越充沛；社区认同

感、归属感越强，城市向心力、凝聚力就越大。
李志斌表示，通过精品化小区建设，不

仅小区环境变好了，居民的自治热情也焕发
出来了，社区变得更有凝聚力了。下一步要

从输血到造血，吸引更多的年轻力量参与到

社区治理中来，也要把好的经验运用到后面
的小区建设中，打造不一样的北新泾，让生

活在这里的居民充满自豪感。

为了居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暖心，北新泾街道社区工作者“拼”了

一杯苦咖啡，“磨”出社区甜滋味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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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老小旧远” 是上海近年来日渐凸显也备
受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旧区改造更是创

造居民更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从海绵工程、架空线入地、生命通道

拓宽、美丽楼道等 1.0版到污水管改造、加
装电梯等 2.0 版再到如今的 AI 小区 3.0

版， 新泾六村旧区改造三年间不断 “蜕
变”。 居民说，新泾六村不输商品房小区，

住在这里很有面子，亲戚朋友过来，都夸
小区漂亮。居委干部说，AI就是个手段，目

标不是为建 AI而建 AI， 要让居民更舒心
地享受宜居生活，居民满意就好。 社区工

作众口难调，但再难也要做下去，精品小

区建设每一步都不容易， 会遇到很多困

难，但这是为民办实事，我们不能后退。

新泾六村的成功不是偶然。 居民说，乐
爱家虽然有电梯， 但社区干部来了从来不

坐，而是把电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街道干部
说：“北新泾长久以来默默无闻， 和其他街道

相比有差距，要把历史的欠账补上，让这里的
居民生活更美好，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

从这些话中，我看到了情怀，看到了

决心，看到了担当。 新泾六村“逆袭”的故
事就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故事。

在新泾六村对面， 之前因疫情暂停
的新泾五村新建活动中心项目已经结构

封顶。 相信新泾六村创造美好生活的故

事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新泾六村”正
不断涌现。 本报记者 屠瑜

比 AI更重要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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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里的智慧健康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