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彩电梯”看见社区善治新景观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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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五里桥路上，临街小
区一部部彩色电梯拔地而起，中国
红、星光银、天空蓝……“七彩电
梯”，别具一格，老楼加梯加出了新
境界。
迄今，老楼加梯，远非单单解

决老人“下楼难”，而是已成为城市
更新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验
金石”。
毋庸讳言，当商品住宅小区成

为城市主流居住形态，当越来越多
的小区进入20年大修期，社区善
治与否，直接关系到居住环境、居
住安全、居住品质。社区要善治，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

关键是，谁来组织，如何组织？
市人大代表张丞俊，五里桥

街道龙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春江小区，一个使用了约40年的
小区。4年前，这位85后“小巷总
理”走进春江小区，就有了一个心
愿——让这个老小区旧貌换新
颜。靠什么梦想成真？三会制度，
用起来！

20多年前，三会制度——听
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发端于原卢
湾区五里桥街道；然后，推广于黄
浦区、发展于全上海。

2006年，上海开始在各居民
区试行三会制度。2017年，三会
制度写进《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
条例》。一个居民自治制度，从一
个区域试点，经历约20年的打磨，

时间验证了这种制度的可行性、有
效性、可复制性、可推广性。迄今，
三会制度的法律地位已经确立，凡
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组
织听证、协调、评议，是居委会必备
的看家本领；居民训练有素地参与
实践三会制度，也是提升自治能
力、提升家园品质所必需。
在社区，三会制度行之有效，

核心关键是党建引领。过去20多
年里，笔者采访过众多社区。看看
那些井井有条、幸福指数高的社
区，再看看矛盾丛生、幸福指数低
的社区，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党
建引领是否到位、是否有力。
居民自治，若无强有力的党建

引领，注定一盘散沙；所有事关小
区福祉的公共事务——无论是老

楼加梯，还是大修更新、物业费调
整……就算需求十分迫切，要么无
人发起提议，要么推动举步维艰、
不了了之。
三会制度，好用管用，就在于：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组织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公司，针对社区善治
要紧事，按照法定程序依次推进，
以实际效果让人明白什么叫“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
再看看春江小区。4年来，春

江小区一直走在更新之路上，2021
年已实现老楼加装电梯“零”的突
破。加装过程中，三会制度帮了大
忙。其实，不止春江小区，2017年
以来，三会制度在上海最广泛、最
具有影响力的社区实践，莫过于
——老楼装电梯。哪一部成功加

装，不是党建引领下三会制度的鲜
活实践，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
层一线脚踏实地的创新创造！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抗疫非常时期，
“云三会”——楼组群里听证、协调
和评议，让数字时代的三会制度呈
现新样貌，治理效率，事半功倍。
今年，老楼加梯，上海再新装

3000部，而这仅仅是一种微更
新。加梯之外，还有更多的小区物
业管理、社区美丽家园建设、为老
服务等一系列治理课题，需要三会
制度来征询、协商、倾听、平衡、推
动、解决。
可以预见，城市更新进程中，

三会制度还要继续帮大忙——“七
彩电梯”，也将看见更多社区善治
新景观。

低层“好邻居”发起加梯
38个已经签约的门洞，近三分

之一是由一楼、二楼的低层居民发

起的。“不过这在宛六已是稀松平

常了。”宛南六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孙嵘捷很自豪地说。

宛南六村是建于1979年的老

公房，所有43个门洞基本都具备安

装电梯的条件，小区老年人占了四

成以上，居民加梯意愿强烈。然

而，采光、噪音、房产价值等方面的

负面影响，往往是低层居民内心过

不去的“坎”。居民区党组织通过

党建引领建立沟通群，每个楼栋组

建包括楼组长、居民党员、业主代

表的“三人小组”，每位居委干部

“包干”一部分楼道，助力这项实事

的推进。

孙嵘捷的体会是，这么多低层

住户的主动发起，得益于小区良好

的自治团队建设与和谐的邻里关

系。“小区里有很多住一楼的楼组

长，乘电梯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

‘获得感’的，但因为住了几十年

了，大家都是老邻居，也是为了楼

上的老年人能够顺利下楼，都主动

提出来加梯。”

去年交付的1号楼电梯，就是

由一楼的“中国好邻居”汪阿姨发

起的：“装电梯是件好事，我们楼上

也有年纪大的，有时候看他们拎东

西上去挺累的，我支持装电梯。”1

号楼本身邻里关系就很好，大家平

日里经常串门聊天，有什么困难也

会尽力帮一把。住在一楼的汪阿

姨又是楼组长，有了她的支持，最

终整栋楼居民百分百同意签约，居

民的“加梯梦”得以顺利实现。

22号楼加梯的牵头人，也是住

一楼的王建平。老王退休前曾在

航空公司工作，加梯工作开始后，

他隔三差五到居委了解最新政策，

并加入了“加梯三人组”。有邻居

不解：一楼居民用不着电梯，为何

还那么起劲？王建平则认为：“人

不能总盯着一己之利，再说人人都

会老。”他不仅挨家挨户征询邻居

意见，还动手画出了加梯后一楼环

境的优化图示。与他同住一楼的

另一户邻居一开始觉得这事跟自

家“没半毛钱关系”，再加上加梯会

影响进出家门，因此“坚决反对”。

王建平咨询了居委会、加梯公司

后，画了不同版本的草图，主动与

这户邻居沟通，挑选出对其进出影

响最小的方案。最终遴选出的方

案，不仅让这户居民家门口的活动

半径扩充了近3米，调整后的窗户

朝向还让他们家变成南北通风。

“王老师这么诚心诚意帮忙，楼上

邻居加梯的意愿这么迫切，我还有

什么理由再反对？”一楼这户居民

深受感动，主动要求与王建平一起

成为加梯志愿者，这也让楼上还在

犹豫的几户居民下定了加梯决心。

租客出手做房东工作
宛六小区的出租率比较高，要

让居住在外的业主点头同意难度

不小，28号楼就有这样一例。然而

意外的居然是房客做通了房东的

工作。当这户人家的租户听说加

梯的进程“卡”在了房东那里时，他

主动站出来：“我来想办法。”租户

说，疫情封控期间楼里的邻居们守

望相助，非常温馨，缺药、没菜了，

都是互不相识的邻居伸出援手，居

委干部也尽心尽力服务好大家。

“这么好的邻居，如此暖心的氛围，

我情愿加点租金，真是舍不得搬

走。”疫情期间，“三人小组”又成为

信息员、物资配送员、消杀员，继续

为居民服务。邻里关系更“亲”了，

加梯自然也就不“卡”了。

在宛六，还有个一串香蕉“打

通”加梯“梗阻”的故事。15号楼的

金阿姨因为身体不好，前些年从

四楼置换到一楼居住。得知楼里

要装电梯了，金阿姨内心自然是

五味杂陈：不同意！后来小区因疫

情封控了，买不到水果，长期便秘、

需要香蕉疏通肠胃的她苦不堪

言。有次在小区排队做核酸时遇

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孙嵘捷，小孙

主动询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

的？金阿姨随口问了句：“不知道

能不能买到香蕉？”那时街上所有

的店铺都关着，但孙嵘捷把这句话

记在了心里。不久，他看到有水果

店开门了，立马买了一串香蕉送到

金阿姨家里。“这件小事金阿姨却

一直记着。”孙嵘捷说，封控一结

束，金阿姨就告诉他：我同意装电

梯了。金阿姨说，她的转变就是

感念于这一串暖心的香蕉。由此

她还成为发起人，楼里几户原本

说“不”的居民，也是她一户户去做

工作的。

“我们宛六的目标是加梯全覆

盖，目前还剩5台没有签约，争取尽

早完成。”孙嵘捷自信满满。

143页备忘录浓缩心血
去年10月，东安四村首台加装

电梯开通并交付，29号楼的居民开

启了“一键直达”的新生活。

看到29号的邻居“尝鲜”，作为

26号楼加梯管理小组成员的许财

根老先生也非常激动。2019年底，

他第一次看到上海关于加装电梯

的新闻后就参与进来，加装电梯的

每一个步骤、每一项环节，许老先

生都记忆犹新。他将这三年多来

的心血都留存记录下来，浓缩成一

本143页的备忘录。“里面记载着加

梯从启动、调研、征询、施工的全过

程，包括居委干部、‘三人小组’在

小区宣讲，去其他社区调研，小区

的平面图、施工照片、安全施工文

件等，十几个部门、居民们的合力

付出，都形成资料记载下来了。”

备忘录里有份2019年底市房

管局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许

老先生参与加装电梯的开始。“当

时我看到这个新闻，马上打电话给

业委会主任说，我们小区可以试一

试。”备忘录不是简单摘抄下文件，

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是许老

先生逐字逐句分析材料中的每一

句话。就这样，许老先生将加装电

梯的政策、补助、流程等都吃得透

透的，成为一名加梯的“准专业人

士”。厚厚的备忘录，既包含了居

民对加装电梯的期盼，也是各方共

同努力的写照。许老先生说：“我

深有体会，加装电梯需要街道、居

委、业委会、物业等共同推进。”如

今，许老先生如愿以偿乘上了刚装

好的电梯，他的这本备忘录可以合

上了，但东安四村的加梯依旧在继

续，另外5台电梯陆续开工中……

“加梯工作，街道从前期的征

询到后期的工程监督，再到电梯维

保，全过程参与。”康胤告诉记者，

街道搭建了服务、沟通的平台，成

立加梯专项办公室，在宣传引导、

政策解读等方面提供支撑，为加装

电梯工作按下“快进键”；引入第三

方专业力量，邀请电梯公司联合举

办加梯宣传会和征询会，为居民解

读政策、惠民条款，提供技术咨询

等服务，并牵头居民区与共建单位

中国银行合作，确保惠民“加梯贷”

的资金及时到位。枫林街道在加

梯的同时，配合区政府的“三旧变

三新”目标，叠加了“美丽楼道”工

程，墙面粉刷、管线整理、楼道整体

美化等，让居民不仅体验到上下楼

的便利，而且提升了居民特别是低

楼层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袁玮

老房加梯签约60台新开工43台
——揭开枫林街道成为去年徐汇区加梯“优等生”的秘密

老房加装电梯签约60台、新开工43台，
2022年枫林街道加装电梯的成果在徐汇区
的各个街镇中位居“榜首”。老房加梯，这一
被看作是“上下为难”的困局，是如何破解

的？枫林街道城建中心主任康胤的体会是：
街道搭平台、居委协调配合、居民高度自治，
三方合力，才跑入了1+1>2的“快车道”。
“今年目标再签约60台以上，竣工50台。”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陶钦忆）在普陀

区近日开工的2023年重点项目中，桃浦科技智慧城

W06-1401单元117-01地块保障性租赁住宅建设工

程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普陀区首块市场供应的

保租房用地，位于桃浦智创城规划核心区南部，邻

近轨交11号线武威路站及祁连山路站，地上建筑

面积约3.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高层住宅和生

活配套用房，可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高品质保租房

642套，预计于2025年9月竣工交付。

“一张床、一间房，满足基本住宿需求，给怀揣热

情、拼搏奋斗的人们创造了扎根普陀‘沃土’的条件。”

负责建设该保障性租赁住宅的上海中环优创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剑敏告诉记者，作为推进桃浦

智创城核心区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保租房对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助推普陀区经济建设提质增效发挥了较

大作用。近年来，中环集团深耕保租房市场，在普陀、

青浦、嘉定、浦东等地开发近130万平方米保租房，有

着丰富的开发经验和群众口碑基础。

据悉，相比公租房的6年时限，保租房并无租赁

年限的要求。在租金上，保租房的租金价格，原则上

是周边同品质租赁住房市场价格的九折及以下，且年

涨幅不得超过5%。

普陀区首块市场供应
保租房用地开工建设
可提供642套高品质保租房

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