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 安居圆梦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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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区改造加速 安居梦想成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两周年

一排排水电煤表箱鳞次栉比，一格格楼
梯吱吱呀呀，一间间小屋难见阳光……这样
的场景，在上海许多旧改地块上，比比皆是。
好在，上海各区正“提档加速”，推进旧区改
造，不仅圆了百姓“安居梦”，也释放了土地
存量、盘活了区域资源，让一块块宝地找到
“好人家”，建成“好项目”，集聚“好产业”，形
成“好功能”，成就“好未来”。

记者从市旧改办获悉，截至 10 月底，
上海中心城区已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 72.7 万平方米、3.7 万户，占今年目
标计划 70 万平方米、3.4 万户的 104%、
110%，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根据普查结果，在旧改范围内的里弄建筑中，约 84%是

历史建筑，普遍超 50年房龄，有一定风貌价值。旧改地块和
历史风貌区高度叠合，如何平衡风貌保护和旧区改造？

2017年，上海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
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明确“坚持留

改拆并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强化历史风貌保护，进一步
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的总体思路。通过旧改，不仅有效

改善了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提升了城市面貌、地区

环境和整体形象，有力拉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发展。
位于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乔家路地块，在旧改之

初就引入“多元主体参与风貌保护”方式。上海城市更新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业务总监许菁芸介绍，具体来说，乔家路地

块在启动改造之前，由专家和开发团队对街巷界面、地块肌
理、历史建筑进行风貌评估，分析建筑的外墙、结构、局部特

征，甚至细化到第五立面建筑屋顶情况，而且挖掘和梳理出
地块里的历史和人文故事。

之后，相关方面将会同专家明确底线要求，统筹考虑风
貌保护、空间格局、配套完善、功能容量等因素。同时听取各

方意见，获得规划管理部门明确的“规划设计条件”，并预留
“弹性”空间。

具备规划设计条件后，引入市场团队，编制实施方案。
方案既要保护历史街巷格局，控制地块肌理尺度，丰富建筑

形态样式，又要适应现代生活的功能需求。有了方案，上海
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再配合管理部门参与规划编

制，特别是细化保护要素和保护细则。
去年底，抓住旧改契机，乔家路地块 250多年历史的私

宅书隐楼被收回。在不影响建筑的前提下，书隐楼启动长达
3个月的应急抢险维护，结构重新加固，顶部加盖钢结构雨

棚，深入墙体的野草被铲除，脱落的老构件也被归整编号，
等待未来的全面修缮。这座曾摇摇欲坠的珍贵文物，如今正

焕发新生。
据悉，一批以保留保护为主的旧改项目顺利推进，如静

安区张园、安康苑项目，黄浦区老城厢区域、金陵路区域，虹

口区北外滩区域等。

    “政策信息全公开 公平公正每一家”“实事工程办实事

民心工程得民心”……走在乍浦路、北海宁路，随处可见一
条条旧改政策宣传横幅。

油锅滋滋地响，空气弥漫着油煎带鱼的香味……昨天中
午 11时，刚退休不久的曾沪正在为年迈的父母烧饭。看着儿

子忙进忙出，88岁曾献仁笑眯眯地走进自己搭出的“地下
室”。上世纪 60年代，曾献仁分到这间面积 20多平方米的房

子，人口最多时住过 7人。地方不够睡，于是他将楼梯下方空

间又隔出 4平方米房间，放置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成为
自己的“小天地”，墙壁上还贴满他端正秀美的毛笔字。“这里

要征收了，我开始收拾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曾献仁随即从
床头摸出一块绿色铁皮，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搬进

来就在楼梯角落发现了这块铁皮，看着像店招，可能和这幢老
房子历史有关。如果铁皮有价值，我准备将它捐给政府。

83岁老伴张玉英膝盖不能弯曲，每次经过房间到走廊
的四级台阶，只能手脚并用、爬进爬出。张玉英说，原本以为

这辈子只能在这里待下去了，没想到能等到阳光征收。希望
能快点搬进新家，告别这种“爬进爬出”的日子。

“这一区域将和周边 4个街坊‘组团’同时启动征收。”参
与该基地征收的虹口区第一征收事务所副总经理卢福俊告

诉记者，为了让这一片区旧改“提档加速”，让更多居民早日改
善居住环境，此次征收将周边 5个街坊“打包”。以往需要 20

个月完成的征收工作，有望压缩至 3个月左右完成。虹口区旧

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虹口区率先落实“市区联
手、以区为主、政企合作”政策，创新并升级“组团打包”旧改模

式，将原先十几个月甚至二十几个月的工作量集中在 3个月
完成，建立全市首个“移动党群服务站”服务旧改基地，不断推

高生效比例，让更多旧改居民尽早实现“住有安居”。
上海今年旧改目标已超额完成，但旧改“脚步”没有停

歇。“今年，上海将确保完成 90万平方米、4.5万户，占今年
目标计划的 129%、132%。”市旧改办负责人介绍，明年上半

年将全面启动剩余 20万方米、1.1万户，并力争在上半年就
完成征收。这也意味着，上海历经 30年的旧区改造工作胜

利在望，即将圆满收官。

    在旧改推进过程中，有一类地块十分特殊，它们被称为

“毛地出让”地块。上世纪 90年代，随着房地产市场兴起，也
为解决旧改中的资金问题，政府按土地现状出让，开发商承

担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其动力则是土地的级差地租收益，这
就是“毛地出让”。到 2004年 8月，随着土地出让制度的改

革，该项政策取消。“毛地出让”曾经加快了上海旧改进程。
然而，一些出让地块由于资金、收益、市场预期等诸多原因，

开发商无力动迁，旧改进程也就搁置多年。然而，当地居民

渴盼搬迁的愿望十分强烈。
家住黄浦区老式里弄的邵德文已在当地住了 71年。最

近，他和老伴正忙着整理、打包，准备搬到虹口凉城区域的
过渡房。“倒了几十年的痰盂罐直至白头，如今终于可以搬

家了。”邵德文说，曾有人来通知他们说当地要拆迁，大家期
盼着，然而没人来量房，也没了下文，当时家里的老母亲还

健在。“第二轮签约只要启动，我就会早点去签。”邵德文说，
他和老伴商量了，打算拿货币，然后慢慢挑选心仪的房子，

最好是离儿子家近的。
千方百计激活“毛地”地块启动改造，是上海近几年一

直在大力推行的工作。市旧改办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0年
底，全市共剩余毛地 19块。目前，黄浦、虹口、杨浦 3个区还

剩余 9个毛地地块尚未启动改造，共涉及二级旧里 12余万
平方米、0.7万户。

“全市毛地地块已全部明确处置方案和改造计划。”市
旧改办负责人透露，年底前计划启动杨浦区 146街坊等 4

个毛地地块，涉及 8万平方米、0.4万户。其余地块包括虹口
区 185街坊等地块将在明年初启动改造处置。

此外，针对一些毛地存在司法查封的情况，在市高院、
市旧改办会同相关区、相关法院组成的司法查封毛地处置

联合专班大力推动下，4个地块已于 6月底顺利解封，完成
了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其中，虹口区 85街坊永邦地块、176

街坊赛格地块已经完成二轮征询签约工作；虹口区 185街
坊富杰地块将按地产参与政企合作方式实施，计划年底前

完成一轮征询和征收决定核发工作，明年一季度启动居民

二轮征询工作。

激活 “毛地”处置方案明确 保护 历史建筑焕发新生

    一个小机器人会做饭、 聊天，会
打扫卫生，照料老人日常生活是把好
手。 这就是未来 AI赋能的 “智慧养
老”吗？ 远远不够啊。 这个世界要进
步，最强大的动力还在于人类的想象
力、创造力，比如，“智慧养老”。

上海，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末
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是我国最早
步入老龄化的城市。进入数字时代，

“智慧养老”， 就是人民城市数字治
理带来的养老服务新形态。在上海，

大城之中的“智慧养老”，已经并将
呈现怎样的“智慧模样”？

首先， 数字赋能， 让生活更美
好，美好的前提，是自由、无障碍、非

歧视。 所以，大城之中“智慧养老”，

第一要务，就是消除数字鸿沟，推动
老年人信息无障碍。

这件事，上海做得怎么样？市人大
常委会《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执法检
查显示， 今年申城首次将 “开展 100

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
动”纳入实事项目，市民政局、市大数
据中心开展一系列智能手机学习培训
和帮办服务， 提升老年人数字化技能
水平。截至今年9月，全市4600多个
服务点、8000多名志愿者服务老年
人超 150万人次。 大城之中“智慧养
老”带来的“自由”，对于消除了“数字
鸿沟”的老人而言，可以是，我会拿出

智能手机扫扫二维码，然后畅通无阻；

也可以是，我不用手机，拿出身份证扫
一扫，一样畅通无阻。 这样的“自由选
择”， 如今在申城已是老年生活的常
态。 其次，数字赋能，让生活更美好，

大城之中“智慧养老”，就是让养老需
求和养老服务匹配更精准。 于是，上
海引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鼓励
基层社区、养老机构、社会组织打造
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场景，重塑数字
化养老服务流程。

效果怎么样？ 看看本周开展的
黄浦区“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展示，

不难见微知著。“一键叫车”，解决出

行难， 满足高龄、 独居老人日常出
行、紧急叫车、康复出院用车、特殊
用车需求；“智慧助餐”，为助餐场所
提供更加精准、快速、便捷的智能结
算，降低网络支付门槛，便利老人就
餐体验，老年人即便没有手机、不会
线上扫码支付， 仍能顺利就餐；“认
知障碍老人防走失”，戴上智能手环
定位， 即便轻度认知障碍老人出了
门，忘记回家路，依然不会走失；“老
年人用水用电智能监测”，独居老人
家中安装门磁、水、煤气智能监测设
备， 老人居家安全一旦出现异常就
会预警，通过完整的闭环解决方案，

实现老人居家安全监测；“家庭照护

床位远程支持”，凭借体征监测智能
设备，老人的床位具备“类机构式”

照护功能， 由专业服务团队及时响
应服务请求， 上门开展专业照护服
务……可以说，“智慧养老” 应用场
景 ， 覆盖了老年生活的方方面
面———安全防护、照护服务、健康防
护、情感关爱，无不以数字赋能精准
服务，让高品质养老成为可能。

最后，不妨看看来自上海市民政
局的一组数据。 2025年底，上海将建
成 100个智慧养老院、1000个数字
化社区养老服务场所， 培育一批智慧
养老应用示范基地、 社区和品牌。 同
时，努力消除老年人生活“数字鸿沟”。

一个目标是———数字时代，大
城养老， 志在推动养老服务数字化
转型，让“智慧养老”赋予每一位申
城老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城之中“智慧养老”姚丽萍

大城善治 上海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杨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