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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以下简称为“加梯”）是提升居住

品质、改善市民群众出行的一项

民心工程。日前，上海市房管局

再推新举措，启用运行加梯智能

小助手——“梯小二”小程序，用

“一键直达”为居民减负，为民心

工程赋能。

“盼加梯！但想到‘加梯’那摊

事，就头疼！”家住杨浦区凯达苑的

张女士说，她家住在6层，老母亲

已多年未下楼，年幼的孩子上下楼

非常吃力。听到其他老旧小区成

功加梯的故事，她立即行动起来

了，渴望让老母幼子也过上“秒速”

上下楼的幸福生活。

“我先跑了居委会了解加梯

相关流程，再请楼组长一起一家

家敲门、收集居民意愿。”张女士

回忆道，她和楼组长跑了一个星

期，因部分房屋出租，最终征集到

的“同意”不足半数。

目前，上海市存量老旧住

宅小区门洞数量达20余万个，

经过前期加梯可行性评估，其

中12万个门洞具备直接加装电

梯的条件。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不少居民有强烈的加梯意

愿，却被卡在第一关——加梯

意愿征询难。

“现在，居民扫扫二维码，动

动手指，就可以在‘梯小二’上表

达加梯意向，不再需要东奔西跑

以及挨家挨户敲门了。”市住宅中

心加梯推进组工作人员一边演示

一边介绍，“梯小二”平台第一个

窗口便是“我要加梯”。点击这个

窗口并填写“区属”“街道”“小区

名称”等个人信息，便能在线提交

自己的加梯意向。

得知“梯小二”上线的消息，

张女士立即将小程序发到小区业

主群内，邀请邻居一起填写。

“当某一门洞的居民‘同意’

加梯意向占比超过40%，平台会

自动发送短信告知该区、街镇加

梯负责人员，协助其判断是否要

启动相关门洞的‘加梯意愿征

询’。”工作人员介绍，当线下加梯

意愿征询结束，相关征询结果也

将第一时间上报至“梯小二”。“平

台只收集居民加梯意向，畅通沟

通渠道，作为推进工作的辅助，并

不代替居民线下的书面征询。”

加装电梯是重要的民心工程

和民生实事，麻雀虽小，但管理

环节多，协调事项多，建设时间

长。持续推进加梯工作，近几

年，上海推出一系列重点扶持加

装电梯的政策，比如，《上海市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文件

编制导则（试行）》《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技术标准》，规范加

梯技术文件编制，提升项目设计

水平；《关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通

知》，减轻了职工家庭加装电梯的

经济压力；《关于进一步规范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建筑方案设计

工作的通知》，则对涉及新增电梯

候梯厅和连廊的建筑方案设计标

准进行明确规定，努力推动加装

电梯“平层入户”，实现“一步到

位”。在“梯小二”的“政策依据”

窗口，汇集了最权威最及时的加

梯政策，供居民随时查阅。

加梯需要找什么部门？程序

如何走？资金怎么出？一个个难

题都摆在了居民面前。

在“梯小二”的“办事指南”窗

口，详细介绍了加梯操作全流程，

及相关申请书、登记表等。值得

一提的是，“梯小二”还收集了大

量加梯的成功案例，帮助居民了

解更多加梯经验，少走弯路。“未

来，平台还将公布代建企业名单

及不良行为，供居民参考。”

“梯小二”上线后，申城既有

多层住宅加梯再提速。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1到8月，本市加梯签

约量为1800余台，而从9月到11

月底，本市通过平台加梯意愿征

询并顺利签约的门洞大幅增加到

4200余个，成效初显。

每一部加装电梯，都承载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梯

小二”为居民加梯减负，“一键”直

抵人心。随着加梯民心工程的持

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居民能

够实现“一键直达”的幸福生活，

获得感大幅“梯”升。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房管局再推老房加梯提速新举措

在手 不再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昨天举行

“两旧一村”改造工作推进会。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指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更高站位、更大

力度、更强合力加快推进“两旧一

村”改造，更好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

件，不断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龚正指出，今年7月，上海历

史性地为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改造这项持续30年的

民心工程、民生实事画上圆满句

号。但同时，上海还有许多零星

二级旧里以下房屋、不成套旧住

房以及“城中村”，市民改造意愿

强烈。“两旧一村”改造是事关千

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提升

城市功能的重大发展工程，是增

强城市韧性的重大治理工程，必

须坚定不移推进。

龚正指出，“两旧一村”改造涉

及范围广、任务重，改造难度甚至

高于成片旧改，必须进一步创新方

法、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扎扎

实实推进。要咬住目标，用两届政

府10年时间完成“两旧一村”改造

任务，这是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

力、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当

前最紧迫的是远近结合，尽快深化

细化目标任务，抓紧制订三年行动

方案和明年实施计划。要针对“两

旧一村”的不同类型，创新改造方

式，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

强化资金保障，市区联手、以区为

主、政企合作，强化跨周期、跨区

域、跨类别平衡，吸引各类市场主

体参与。要强化法制保障，加快探

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断

加强制度供给，提高群众工作能

力，努力争取市民的理解支持，充

分汲取群众的智慧力量。

龚正指出，“两旧一村”改造是

一项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系

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形

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

合力。要强化市区合力、强化部门

合力、强化政社合力，勇于担当、敢

于攻坚，推动“两旧一村”早出成

效、多出成效，为上海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动“两旧一村”改造
早出成效多出成效
龚正指出用10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

这两天，虹古路427弄突然变

得热闹起来，经过两年打造，新亮

相的“无忧谷”公共社区空间吸引

了周边许多居民前来打卡。

“无忧谷”里，综合老年人日间

照料、长者助餐、社区幼托、咖啡馆

等功能的家庭服务中心为居民提

供各种优质服务；健身步道、生境

花园等带给人美好的社区体验；原

本灰突突的中环隔音板，变身一幅

幅时尚彩绘，行人走过路过，随意摆

个姿势，张张都是大片。你很难想

象，这里原本是一个噪声扰民、车辆

乱停的卫生死角，经常被人投诉。

从废弃地变风景区，从扰民地变“无

忧谷”，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旭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红萍向记者讲述

了老小区蝶变背后的故事。

老百姓需要啥就做啥
“因为有中环线，就算有隔音

板，但噪声问题很难完全解决。”吴

红萍说，“面对老百姓的诉求，虽然

有些事可能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

换一种思路和做法，通过社区更

新，大家的感受会有所不同。”

位于虹古路427弄东侧的家

庭服务中心，原本是某国企的一处

闲置用房。吴红萍主动对接，争取

到了该场所的使用权，“周边老百

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大家

都想要有一个食堂，而咖啡馆是想

吸引年轻的客流过来，让商家能够

顺利经营下去。”

清理道路乱停车一度让吴红

萍很头疼。有一位居民在附近有

产权房，起初不愿意把车开走。吴

红萍就一直做思想工作，最终帮他

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合适的停车

位。在街道、社区民警等的共同努

力下，此处的道路最终得以清场。

党建共建为民办实事
虹古路427弄的另一侧是中环

线隔音板。刚开始，上海成基市政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环项目部对在

隔音板上画彩绘有些顾虑。吴红萍

就解释，彩绘不会损坏隔音板，可以

提升空间美感，对老百姓来说是一

件好事。最终，通过多方努力，双方

达成一致，通过党建共建共治共享，

一起把这件为民好事做好。

三小区“开门”共享资源
在家庭服务中心旁的虹旭生

境花园，是上海市第一个具有生

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生物栖息环

境的社区花园。如今，“无忧谷”

正在它的对面，打造生境花园的

2.0版——秘境花园。

本报曾于2020年8月2日报

道过虹旭生境花园所在的虹古路

419弄虹旭二小区和417弄虹旭小

区“开门”共享资源的暖心故事，如

今，同样的故事又在上演。“无忧

谷”的建设，让附近的中星雅苑小

区居民羡慕不已。吴红萍告诉记

者，中星雅苑的业委会主任主动要

求和虹旭二小区开张门打通。“只要

小区的居民都同意，我们就开嘛！”

吴红萍笑着说。 本报记者 屠瑜

扰民地变身“无忧谷”
——长宁区虹旭居民区创新基层治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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