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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毕业后工作四年，搬了6次家，租过
繁华市中心的“老破小”，体验过长通勤的“远
大荒”。深刻体会到，对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
拼的年轻人来说，能不能租得起房、住得好
房，是决定生活幸福感指数的关键因素。

“北漂”“沪漂”“深漂”“广漂”……因为
经济、就业、教育等资源集聚，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越来越强。年轻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到大城市逐梦，如果高昂的租房成
本成为一道“拦路虎”，居无定所产生漂泊
感，便始终难以扎根。“拥有一个温暖的小

窝”是“漂一族”的迫切心愿。
自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以来，保租
房的相关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增加土地
供应、金融支持等“一揽子”措施加快落地。
保租房成为解决新青年、新市民“阶段性住
房问题”的重要来源。

托起年轻人的“安居梦”，上海正在加快
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全面健全完善多
层次供应体系，让更多市民群众实现“住有
所居”。“今年上海住房工作重点是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同时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据上海市
房管局局长王桢介绍，“十四五”期间，上海

提出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万套
（间）以上，达到同期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以上。“十四五”的前两年，上海已完成目
标的一半以上。在前两年基础上，今年上海
计划安排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5
万套（间）。

“住得安心”是年轻人在城市打拼的基
本“刚需”，没有温暖的“窝”，哪能安心奋
斗？让城市新青年真正“住有所居”，是他
们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前提。保障性住房
不仅要建好，还要服务好。上海着力打造
线上服务平台，依托“随申办”   开发了
“我要租房”应用，更好满足申请人当天申
请、当天完成审核并入住的办理要求。平

台能够提供在线看房、选房、申请预约、合
同网签备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等
多种功能。

年轻人是融入城市发展的“新鲜血液”，
更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安居方
能乐业，只有解决了年轻人的住房问题，他
们才能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租得到、租
得近、租得起、租得稳、租得好，上海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持续发力，发挥住房在吸引、
集聚人才方面的作用，通过“筑巢引凤”，建
造广厦千万间，让人来了有房住、留下有住
房，不断提升来沪年轻人的幸福感，并为住
房租赁市场的发育、完善、管理，提供可借
鉴、可复制、可持续的“上海经验”。

从毕业到就业，在这段人生关键过渡期，

找房、租房是许多年轻人遇到的一件大事。刚

从新加坡留学回来的臧同学，在虹口区北外滩

找到工作后，正在申请“人才驿站”。他告诉记

者，通过随申办App，只需线上填写简单信息，

拍照上传材料即可完成申请。

“之前在外面租了几个月房子，又远又

贵，还是合租。申请‘人才驿站’从提交材

料到完成资格审核、公示，总共不到10

天。这几天正通过VR在线看房选房，非

常快捷便利。”

记者了解到，8月1日起虹口“人才驿

站”一件事在随申办App虹口旗舰店和虹口

人才微信公众号“人才驿站”专栏同步上线，

成为虹口区以数字化赋能人才服务的又一

创新举措。

政策创新 人才自主申请
2021年4月，虹口区在全市首创“先安

居后乐业”的海归“人才驿站”政策，不以就

业为前提条件，向世界排名前100学校硕

士以上学历、毕业两年内回国的留学人员，

提供最多不超过6个月过渡期的租金补

贴。2022年12月，又纳入国内双一流建设

高校和建设学科，对继续在虹口工作的毕

业生延长6个月补贴。

区人社局表示，虹口区“人才驿站”政策

一改由企事业单位为主体申请的做法，由个

人直接申请。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以租金

补贴方式，减轻优秀人才的住房压力，同时引

导鼓励各类市场主体为人才提供优质房源。

全程网办 大大节省时间
此次“人才驿站”一件事改革，实现了

填报申请、审核打分、资格公示、排序公告、

线上VR看房等服务事项全程网办，手续

简化，过程可追踪。通过多部门数据共享，

使人才积分自动生成、审批报表一键生成、

公示时间缩短2天，让业务审核开启“加

速”模式，办理时间较以前压减了16%。

臧同学告诉记者，他提交申请后第五

天就收到了审核通过的消息。整个过程

中，最令他惊喜的是VR看房功能，可在线

查看房源基本情况，缩小选房范围，为上班

族节省了许多时间。

衔接过渡 营造家的氛围
英国留学回国的张微雨同学，目前在

虹口区从事社区志愿者工作。今年1月得

知可以申请入住“人才驿站”，试着在线申

报后，很快通过审核，拎包入住友间公寓。

这是一间一室一卫、20平方米的公

寓，不仅有热水器和洗衣机，还有24小时

安保和管家服务。室内虽然没有厨房，但

公寓一楼就是餐馆，周边的交通也极为便

利，到轨交10号线步行只需5分钟，每天

上下班骑自行车单程只要15分钟。每月

房租4320元，根据“人才驿站”政策，第一

阶段6个月可享受前3个月每月2000元、

后3个月每月1500元的房租补贴。因为

她已在虹口区入职，第二阶段6个月，还

可继续享受每月1500元的房租补贴。

记者了解到，2021年至2023年，虹口

区房管局选取9个项目为“人才驿站”提供

房源，分布在全区南中北三个区域，房源价

格均在市场价的9折以下。自2021年政策

发布以来，累计签约入住393人，目前在住

人才104人。 本报记者 解敏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记者从上

海奉贤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奉贤区

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简称“保租房”）

“奉发未来 ·临港社区”近日已在随申办

App开通在线申请。8月24日之前，符

合条件的市民可线上申请首批供应房

源，也可等待之后的常态化配租申请。

据了解，这一项目共有1944套房源，首

批供应605套，租金备案均价为每月

38.25元/平方米，相当于市场价九折，特

别适合“新市民”群体。

“奉发未来 ·临港社区”项目位于四

团镇海港开发区，距离蓝湾片区3公里，

地处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核心区域，周边

有大量产业园区与知名企业，员工多为

“新市民”群体，对价廉物美的“保租房”

需求极大。项目负责人褚源告诉记者，

社区1944套房源都是精装修房，房型从

38㎡至100㎡，共8种，拎包入住。首批

房源上线随申办App后，一天内已收到

200多份申请。

“8月24日之前都可以上线申请，如

果有房型供不应求，将通过摇号的方式

确定选房顺序和轮候顺序。”褚源表示，

集中配租结束后会启动常态配租，只要

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从目前看，申请

者还是以在附近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为

主。据了解，按照户型和位置不同，这批

“保租房”租金价格在1300多元到3500

多元不等，房租可用公积金支付。

和公租房最大的不同是，“保租房”

不设6年最长租赁年限，租赁合同期限原

则上不短于1年，最长不超过3年。租赁

合同到期后，入住人员经重新审核仍符

合准入条件的，可以续租；不再符合准入

条件的，应当退出。

申请流程：打开随申办App进入

“我要租房”；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服

务”；点击“我要找房”搜索“奉发未来 ·

临港社区”；点击“立即办理”填写相关

信息提交。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特约通讯

员 顾武） 静安区市北高新人才公寓

又上新，北苑1015套（间）新房近日开始

面向市场供应。

据介绍，位于静安区寿阳路535弄的

市北高新人才公寓 ·北苑，总建筑面积

8.75万平方米，公寓层高为地上18层、地

下2层，共有住房889套，其中一室户391

套、二室户444套（其中18套拆为36间供

应）、三室户54套（全部拆为162间供应），

拆套后，可供应房源总计达到1015套

（间）。公寓还拥有配套车位558个。

从公寓步行10分钟内，即可至市北

壹中心、市北 ·新中新、静安国际科创社

区；骑行10分钟，即可覆盖市北高新园

区全域，轻松实现“家门口办公”；步行

800米可达轨道交通1号线汶水路站。

同时，公寓紧邻中环和南北高架，距离上

海火车站仅15分钟车程、虹桥国际机场

35分钟车程、浦东国际机场45分钟车

程，出差出游省时省力。

公寓有风格多样的多种房型，每套

房屋租赁期限1—3年，符合条件的可以

续租，签约后拎包入住。无论是渴望拥

有独立空间的“职场萌新”，还是以家庭

为单位的居住需求，都有对应的适合户

型：01一居室 42—49㎡（建面）、02两室

一厅 59—72㎡（建面）、03大两室一厅

78—81㎡（建面）、04三室一厅 108㎡

（建面）。

公寓3公里辐射圈内坐拥大润发超

市、协信星光广场、大宁音乐广场、久光百

货、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万达广场等商业

生活配套。公寓以住户需求为导向，充分

考虑白领生活习惯，配置了集智能门禁系

统、云对讲云报警系统、智能楼宇对讲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智能安防系统等功能

于一体的智能集成系统，人脸识别等安防

措施充分考虑单身女性的安全需求。同

时，提供全天候的公寓管家服务，为住户

打造高效便捷、智慧安全的公寓生活。

给人才一个
圆未来一个

家
梦

首批“保租房”开始申请奉
贤 市北高新人才公寓上新静

安

上线“人才驿站”一件事虹
口

■ 位于临港的奉贤区首个保租房项目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