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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到最佳实践地秀带杨浦

始建于 1966 年的控江路 501 号 -515 号（单号）的内江大

板房是上海旧住房改造有史以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也是需

求最迫切的项目。因为房屋建造年代久远，设备老化，甚至出

现墙皮脱落、结构暴露、楼梯移位等问题，埋下不少安全隐患。

再加上厨卫合用，如厕难、烧饭难等困境凸显。

杨浦区先行先试探索了首个“原址改建 + 协议置换”安置

方案。项目改造后，提供 160 户朝南房源，给到采取回搬安置

方式的居民；还有 80 户朝北户居民采取异地房屋置换或货币安

置方式。“有能力贴差价置换改善型住房的居民，我们积极盘

活全区房源，汇总区内外征收安置剩余房源与历年成套改造增

量房源共 170 套，其中设置了 89 套‘不贴差价’房源，比例过

半。”邱婕文向《新民周刊》介绍。

在改造过程中，内江大板房原先的突出痛点矛盾凸显。群

众呼声强烈的诉求是，改造后的房屋要实现厨卫套内一门关、

要增设阳台解决晾晒问题。还有居民表示，小区住户有 91% 的

老年人和 19.6% 的残疾人，上下楼面临难题。因此，工作组积

极探索创新规划，实现成套独用同时增设阳台、加装电梯。

但方案公示首日，居民们就“吵”了起来。原因是回搬的

160 户有超半数人家的阳台，面积只有其他人家的一半。居民

们不明白，厨卫增量面积上既然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为

何在“加阳台”这件事上要区别对待？原来，“内江大板房”

项目是踩着道路红线改造，没有扩建余地。但考虑到居民们的

实际需求，设计团队参照相关规定，“擦”着红线加出了阳台。

之所以给其中部分一室户房型做了全阳台，是为了“还面

积”，因为一室户比其他房型在室内空间里少了一块。听取这

一情理兼具的解释后，群众表示理解。2024 年，曾两度启动未

果的内江大板房项目实现签约首日即 100% 生效，为其他高密

度项目提供了思路。

当然，房屋改造工作不只是谈签约、谈搬迁，更是真正关

心居民的柴米油盐、冷暖安危。当干部与群众之间架起了心的

桥梁，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邱婕文说，在凤南一村项目推

进时，也遇到过难点、堵点。当时凤南一村 5300 多名居民中，

有六七百人是低保户、残疾人、支边支内人员、高龄老人，还

有约 10 名需要入学的儿童。

不少居民担心，一旦原有住房拆除重建，在这几年过渡期中，

依附于凤南一村房屋地址存在的户口及其最低生活保障、残疾

人“两项补贴”、“爱心奶”等各类福利政策乃至儿童入学入

托都可能受到影响。

基于此，杨浦区房管局旧住房成套改造办公室牵头区公安

分局人口办、控江路街道等，创新制定了“户口白名单”的“涉

改房屋地址名册”，即只要通过杨浦区公安分局人口办、房管、

属地街道、派出所、实施主体 5 方联合盖章确认，这些因拆除

重建而暂时灭失房屋地址的涉改居民办理户籍事项不受影响。

凤南居委干部陈若颖举例说，凤南一村有 89 名老人享有“爱

心奶”，在他们搬离房屋后，“爱心奶”可以转入新址。如新

址在本街道内只需一天即可迁移生效，杨浦区内跨街道仅需三

个工作日，即使跨区暂住，最多七天也可在新址收到牛奶，确

保爱心不断档。再比如，有一名适龄儿童今年 9 月入学，有了“户

口白名单”，孩子无论现住址在哪里，都可以正常入读凤南一

村对口的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实验小学。

最小单元 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随着街区的蝶变更新，社区里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了，是不

少杨浦人的真实感受。

作为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杨浦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联动多方资源，探索形成“聚资源、聚智慧、聚民意”的治理

新路径，高品质推进“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生活秀带”

不断上新，让这个城市的“最小单元”承载居民生活的无限可能。

以凤南一村项目为例，拆除重建方案里力求把城市更新与完

善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街坊内拟建标准化小学，并设计社区食堂、

图书馆、健身中心、养育托管点、卫生服务站等总面积达 6400

平方米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从多个维度改善人居环境。

　　当然，房屋改造工作不只是谈签约、谈搬迁，更是真正关心居民的柴米油盐、冷暖安

危。当干部与群众之间架起了心的桥梁，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