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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试点公租房

    上海市住建委副主任、 市房屋管理局
局长王桢上午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多渠道筹集试点房源
随着上海市住房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上

海户籍居民及一些来沪青年人才的住房困难

得到较大缓解，但环卫工人、家政服务员等从事
基础性服务工作的一线务工人员住房难问题

依然比较突出。目前本市已将其纳入政府公租
房重点保障范围。

“针对一线务工人员收入相对偏低、对租金比
较敏感等租赁需求特点，上海将试点公租房拆

套，提供更多宿舍型房源与合租房源。”王桢说，
上海 16个区正多渠道筹集试点房源，有的利用

非居住用房改建，有的在其他保障房转化为公租
房及商品房配建的公租房项目中安排适配房源

拆套使用。到 7月底，各区已初步确定拆套试点房

源1500余套，拆套后可提供床位5500余张，近期
将陆续启动改建和装修，年底前有望投入供应。

为鼓励公共服务类重点行业企业整体租
赁公租房，市房管局还发文给予多方面政策

支持。“比如说，很多一线务工人员因为居无
定所无法申请办理上海市居住证，也无法申

请上海的公租房。”王桢举例说道，上海将在
入住审核环节开设“绿色通道”，相关单位职

工申请公租房准入资格时，居住证、社保年限
暂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可在单位书面承诺后，

先入住公租房，再在规定期限内补齐。另外，
此类房源的租金定价在遵循公租房“略低于

市场租金”原则基础上，可统筹考虑入住职工

租金承受能力等因素适当从优，并鼓励承租

单位通过补贴部分租金等方式，减轻入住职
工的租金负担。

预计到年底，市筹、区筹公租房保障公共服

务类重点行业企业职工户数可达 5000户，比
2019年底约 3000户增 60%以上。根据试点情

况，“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相关政
策措施，更充分体现公租房“保基本”功能。

“小小区”合并抱团取暖
上海现有住宅小区近 1.3万个，由于历史

原因，中心城区存在不少 200户以下的“小小

区”，物业管理规模小，收费标准低，物业企业
入不敷出，小区管理陷入僵局。王桢介绍，今

年，上海试点“小小区”合并，破解治理难题。

“在虹口区欧阳路街道，一条弄堂里有虹
仪、虹铁、祥德第三小区三个售后房小区，其

中，虹仪小区面积为 2.6万㎡，虹铁小区与祥
德第三小区都不足 10000㎡。三个小区道路互

通，共用的弄口未设门岗，处于半开放状态，

聚集大量流动摊贩，还发生过失窃案件，有明

显管理短板。”王桢说，在市、区房管部门的指
导下，欧阳路街道职能部门、居委会通过政策

宣讲、召开专题会议或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
发动业委会、楼组长、党小组做工作，对有疑

问的居民上门拜访解释，取得居民的支持配
合。统一认识后，三个小区召开业主大会表

决，以超过 80%的同意率通过业主大会合并

方案。合并后的新虹仪小区面积为 4.5万㎡，
选聘了一家物业企业提供服务，小区管理显

著改善，居民反响很好。
近年来，上海市房管局鼓励相关区积极

探索，对规模小、管理差的小区尝试物业管
理区域合并或小区管理合并，引入优胜劣汰

机制，形成规模效益，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2019年，69个住宅小区完成合并，劝退及淘

汰住宅物业服务企业 78家。以虹口区欧阳

路街道为例，原有 112 个小区，现已成功将

29个小区合并为 12 个小区，目前该街道小
区总数减至 95个。

加装电梯按下“提速键”

“为加快推动上海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改善
居民‘上下楼难’问题，全市加装速度逐年加快，

项目实施也逐步从单幢向成片成规模推进。”
王桢说，截至今年 6月底，上海市已有 1231幢

房屋通过居民意见征询，已完工投入运行的有
328台，正施工的有 205台，另有 31幢多层住

宅通过旧住房综合改造方式解决了居民群众

的上下楼困难。去年底，市房管局在梳理和研
究加装电梯矛盾和困难的基础上，优化了加

装电梯的推进机制、实施流程、扶持政策等，
包括健全推进机制、降低启动门槛、优化实施

流程、加大扶持力度、强化保障措施等。
未来，市房管局将指导各区加快前期评

估，通过列表造册，落图标注，绘制“一张蓝
图”，便于分析判断哪些可以做，哪些可以通过

努力做，哪些条件不足；指导各区落实搭建社

区协商的“一张台子”，及时化解居民意见不统
一问题；整合优化、加强联动，让数据多跑路，

让居民少走路，推动加装电梯项目审批“并联
预审、一口受理”，实现加装电梯“一网通办”。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上海今年继续推

进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在已提前完成“十三
五”任务目标基础上，今年再确保完成 300万

㎡，截至 7月底已完成 406万㎡；全面完成里
弄房屋修缮改造，今年计划启动 50万㎡，截

至 7月底已启动实施 42万㎡；持续推进“拎
马桶”改造，今年非旧改地块无卫生设施房屋

改造目标任务为启动实施 9000户，截至 7月
底已启动实施 8461户。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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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台风季，是我们最忙碌的时段。工作

时，我们身穿橙色应急维修工作服，因为快速
响应居民的“急难愁”，将应急抢修到场时间从

2小时压缩至 20分钟左右，又被居民们称为
“橙色军团”。身为军团中的一员，我非常自豪。

今年上海迎来“超长”梅雨季，居民报修电
话明显增多，应急维修电子派单量大增。我们经

常从一个维修点赶赴另一个维修点，来不及休

息，顾不上喝水，24小时坚守岗位。7月 15日，

我接到北石路 105号发生高空坠物的电子派
单。赶到现场，我发现住宅楼外墙粉刷层因雨水

浸泡脱落。在可能存在坠物的周边我围上警示
带，和同事系上安全带，从阳台探出身子，将外

墙已翘起的粉刷层铲平，消除高空坠物隐患。

针对今年防汛防台形势，我组织维修班组
开展多次大检查，重点检查防汛防台设备的储

备、维护情况。针对今年疫情防控有关部署，我

结合居民及小区街道的相关防控工作，对防汛
防台工作中可能发生疫情传播的重点区域和

薄弱环节全面排查，修订和完善防汛防台工作
预案。

我还开展了“每天一交流、每周一小会”，
发动班组所有维修人员积极参与，集思广益。

在“每周一小会”上，重点强调全面加强巡查值

守，做好疫情期间的卫生防疫措施，严格落实防
汛防台各项工作，紧盯防汛防台薄弱环节，对重

点区域、重点部位反复检查、确认，严密防范强
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小区内道路易

积水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排水畅通，备
足应急抢险物资，随时准备应对台风可能带来

的各类突发状况，为全区居民保驾护航。
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维修班长 杨华峰

“橙色军团”在行动为民解忧

今天上午，上海市住建委副主任、市房
屋管理局局长王桢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
线，接听市民来电并接受专访。王桢透露，
上海 16 个区正积极试点公租房拆套使
用，已初步确定试点项目，有望为环卫、公
交、家政等为城市运行和市民生活提供基
础性公共服务的企业职工提供“一张床”，
进一步完善上海市住房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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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我们在老公房居住了
30多年，一直和邻居合用卫生间、厨房。大热天上
厕所、洗澡都需要排队，非常不方便。我们这些老

旧房屋有机会‘成套改造’吗？”今天上午，家住普
陀区曹杨二村 163号的市民蔡锦荣致电本报夏令

热线，希望早日过上“厨卫独用”的生活。“您希
望对所住房屋进行的成套改造，是上海市旧住房

更新改造中的一类，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中。”

市住建委副主任、市房管局局长王桢表示。
上午，记者来到曹杨二村 163号，看到一个楼

道内有四户居民，楼道内堆放着圆桌面、纸板箱等
杂物。通往蔡锦荣家的狭长过道内，煤气灶和液化

气罐占了大部分空间，行人只能侧身行走。隔壁邻
居王阿姨觉得公用卫生间和厨房的卫生条件差，

在房内隔出 5㎡的小隔间，将煤气灶和液化气罐搬

入其中，晚上在隔间内挂一块浴帘，又作为一家人
的临时淋浴间。“这些都是自己改造的，存在很多安

全隐患。”蔡锦荣担忧地说。
“我们已经做过老旧房屋更新改造的居民意愿

征询，小区内 105个楼道 2684户居民，居民同意改
造率超过 99.7%。”曹杨新村街道北岭园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俞建俊介绍。

“曹杨二村 163号已被列入旧住宅更新改造计
划。”普陀区房管局成套改造办负责人鲍德好表示，因

为曹杨二村比较大，根据居民意愿，将分步实施改造。
据介绍，近年来上海多渠道、多途径解决居民

居住困难、提升居住品质。“十三五”期间，已累计完
成超 3700万㎡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

上午处置 厨浴无奈进屋 如厕还要排队

拆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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