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举措破解旧改难题
6月10日，北外滩59街坊出让合同正式签订。未来，

这里将建设一幢180米高的商务塔楼，并结合街坊内不可

复制的成片历史建筑资源，建设国际著名品牌旗舰店集

聚区，打造特色鲜明的商业新地标。

地块发展蓝图已然浮现，这在很多年前简直不敢想

象。“这一地块曾于2012年启动，因签约率未达标而终止

征收。宣布终止时，不少盼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居民哭倒在

签约榜前，我当时看着内心也十分痛楚。”杨叶盛回忆道，

2018年上海新一轮旧改启动后，59街坊成为首个启动地

块，于当年年底就生效，最终为1000多户居民圆了安居梦。

能跑出旧改“加速度”，正是得益于上海旧改的一系列

创新举措相继落地。杨叶盛说，2017年，上海旧区改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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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城市有机更新。2018年上海实行“市区

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的模式，地产集团作为“主力军”

加入旧改行列，破解旧改成本收益“倒挂”地块的资金筹措

难题，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手段，为旧改地块的顺利启动提

供保障。杨叶盛举例说，17街坊仅用16个月便在新模式中

创出全市“四个第一”：第一个做出征收决定，第一个启动居

民签约，第一个征收生效，第一个成功交地。之后，这一模

式在旧改工作中不断被成功复制和推广。

2020年，为了让拎马桶的居民早日告别“蜗居”生活，

虹口区创新并升级“组团打包”模式，把相邻的街坊“打

包”，一次性启动多个地块，既可以加快旧改速度，又减少了

居民等待时间。这一创新模式让征收周期从以“年”计压

缩到3个月。一年时间内，北外滩启动了6个打包项目33

个街坊，惠及居民2.1万户，1年征收量超过前8年总和。

居民主动参与旧改宣传
“旧改没来盼旧改，旧改来了又怕旧改”，是很多旧改

居民的心态。有些居民迫切要动迁，但征收款没达到心

理预期；有些居民抱有等一等会不会补偿款更多一点；有

些居民张口、闭口就先“谈钱”，要我搬走，先给我钱……

“我们一边安排‘阳光征收’政策宣讲会、面对面咨询

等活动，一边推出‘支部+项目’模式，鼓励党员带头签

约。”杨叶盛介绍说，在虹口区138街坊旧改基地，不少党

员居民成为政策讲解员，居住在岳州路306号的阎素珍就

是其中一员。旧改征询何时启动？征收配置有几个房源

基地？阎素珍了解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告知周围老邻

居。党员宣传员们还积极帮忙调解邻居家庭矛盾，帮助基

地40多户居民家庭的承租关系顺利完成变更。随着“阳光

征收”旧改政策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居民从“等待征收人”变

为“主动参与者”。杨叶盛不由自主想起北外滩征收居民

张扎根。旧改前，张扎根一家六口蜗居在24平方米的小

屋，他有一个不得已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点出门散步，

从北外滩旧宅走到外滩人民英雄纪念塔5700步。原来，他

儿子是公交司机，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上班，为给儿子腾

出活动空间，他只能凌晨三点收起折叠床，出门散步。得

知老房启动征收，张扎根成为第一批签约居民，早早搬入

新居，并向身边老邻居讲述自己新生活。在他的带领下，

老邻居纷纷签约、交钥匙，搬离老屋。

如今，在旧改基地，一大批居民和张扎根一样，从“等待

征收人”变为“主动参与者”。“我们以前会设立一块党员签约

先锋榜，随着旧改居民参与度持续提升，不再设立签约榜，党

员先锋榜已内化为党员心中一张无形的榜。”杨叶盛说道。

沟通方式推陈出新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旧改工作带来很多新挑战。

山寿里第一轮意愿征询、第二轮旧改方案签约都处于防疫

期间，如何做到防疫和旧改“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杨

叶盛说，他们积极转变工作方式，创新“非接触”式工作措

施，提前与被征收居民加微信好友，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

开展“一对一”沟通、服务居民工作；对于一些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居民，工作人员提前和他们预约，错时错峰进入办

公室面对面沟通，最大可能减少人群聚集。而在过去两个

多月里，杨叶盛和同事们“封控不停工”，认真做好案头工

作，并通过微信等无接触方式与居民保持联系，建立“一户

一档”，保障复工后能及时快速推进三个地块的旧改工作。6

月7日，虹口区再次按下旧改“快进键”，首次在一天内为三个

旧改项目连续召开三场听证会。“这三个旧改项目分别是185

街坊、234街坊+247街坊、212街坊旧改项目，三场听证会的

主持人都是我。”杨叶盛说道，针对部分居民反映选房、看房

不便导致租房、买房受影响等问题，他们将做好预案，对地

块中大部分居民，继续通过微信推送安置房房源信息等，

方便居民选房；对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居民，根据防疫

要求，安排经办人上门服务，帮助居民“VR选房”。

“旧改让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烟火生活。看着居民提

前搬进新居，是我和同事们最大的成就。”杨叶盛说道，根

据计划，这三个项目力争在本月底前生效，为虹口区成片

二级以下旧里改造画上句号。本报记者 杨玉红 裘颖琼

疫情渐止，偶有反复，但已无法阻挡上海回归正常
飞奔的脚步。几乎只在一瞬间，车水马龙，人流涌动，我
们熟悉的那座城市又回来了。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克服
着诸多不便，对抗着疫情的袭扰，顽强地回到了生活的常
态。对他们而言，过好每一个平凡的小日子，让生活越来
越好，就是努力的全部目的，而正是这样千百万小小的心
愿汇聚在一起，让上海披荆斩棘，一步步走到今天。
过去的三个月，上海相当不易，但若回望五年间，我

们会发现，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波折。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永远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追求与目标。
体现生活水平的基础，是安居。对于上海旧改地块

居民而言，感触尤为深刻。6月2日，虹口区162、163街
坊旧改基地正式复工。旧改地块居民林春生早早地来
到基地，领取了房屋征收补偿款。从2019年开始，上海
旧改全面加速。截至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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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今年5月29日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加快

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中，明确年内将完成中心城
区成片旧区改造，全面提速零星旧区改造，年内新启动8

个以上城中村改造项目。
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是乐业。截至去年10月底，

上海正规就业规模达1080.5万人，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历
史新高。2021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78027

元，再次位列全国首位，相比2016年提高了23722元。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就业形势严峻，连日来上海多部门
连续发布多项文件，密集出台稳就业促就业措施，全力
支持困难行业和企业等用人单位发展，持续稳定和扩大
就业。
上海市人社局、财政局、商务委等部门联合出台两

项稳就业补贴政策，支持用人单位稳定就业岗位，帮助
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零售、
旅游、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住宿、会展等7类行业中不
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在年内实施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
贴政策。补贴标准为600元/人，每户企业补贴上限300

万元。同时支持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
业，在年内实施重点群体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符
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享受2000元/人的重点群体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
决定生活水平“最短的一块木板”，是托底保障制

度。去年8月，《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式
发布，确定了“十四五”期间，要确保居民年度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不低于上年度全市居民月人均消费支出的33%。
截至2021年，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由2020年的1240

元，提高至1330元。“十四五”期间，上海将稳步提高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2021年，
本市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由
2020年的每人每月330元或300元，统一上调至每人每月
410元；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也由原来
的每人每月200元上调至每人每月290元。
针对少数因自身健康状况或不了解政策无法求助

的“不声不响”的群体，民政部门在社会救助方面将推动
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考虑到一些由
于自身健康状况、不了解政策等原因没有求助的“不声
不响”的困难群众，可能成为救助“沉默的少数”，上海正
构建“救助顾问等走访发现+大数据智能查找”的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的“政策找人”模式，做到困难对象早发现、
早介入、早救助。

让平凡日子有看得见的提升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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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0日深夜，虹口区旧改指挥部

党委书记、常务副总指挥杨叶盛难以平复激动

的心情，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当天发生的两件

大事：北外滩59街坊成功出让，这是2018年新

一轮旧改启动后第一个旧改征收项目，如今顺

利找到了一个好“婆家”；虹口区政府颁布最后

三个成片二级以下旧里项目征收决定，力争在本

月底签约生效。

和旧改工作打了十年交道的他，回忆起自己

亲历的近五年旧改工作，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上海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出，为旧改持续提

速，让更多居民提前告别了‘蜗居’生活。”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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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旧改指挥部党委书记杨叶盛回忆亲历的旧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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