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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白莹/文 彭程 盛丽/摄

老老旧旧小小区区变变““时时髦髦””
结合需要 补齐功能 居民参与

说到老旧小区， 诸如设施老化、 功能缺失、 服务缺项等不少问题都
让居民很头疼。 如何让老旧小区在软件和硬件上得以提升？ 如何在老旧
小区中加入更多 “智慧” 元素？ 在破解老旧小区生活环境、 服务质量的
难题上， 相关部门不断思考并且付诸实际， 让不少老旧小区变 “时髦”、
变 “智慧”。 不仅根据居民实际需要整治， 从硬件上让老旧小区得到提
升， 而且通过补齐功能、 加强居民参与等方法， 让小区软件服务品质得
到升级。

做法一：
结合需要 改造硬件设施

这两年， 海淀区清河毛纺北
小区这个老旧小区 “时髦” 了不
少。去年，老楼装电梯后，今年，又
建成了立体停车场。 停车场共地
上4层，能解决140个停车位。地面
还增加10个电动车充电车位，共
计能解决150辆停车问题。

清河毛纺北小区建于 1992
年， 共有楼房9栋， 社区内常住
人口2478人 、 902户 。 社区居民
构成主要以原毛纺厂退休职工为
主， 约占居民总数的70%。 小区
基础设施老化， 楼内上下水管线
老化、 屋面防水性能差、 照明线
路破损、 绿化标准不高。 此外，
配套设施不足。 小区内现有备案
车位 133个 ， 停车需求缺口 140
个， 缺少养老服务设施， 除一栋
高层外其余8栋楼54个单元680户
均无电梯。

去年， 该小区成为海淀区新
阶段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试点项
目。 在改造过程中， 街道与区住
建委联手组建 “毛纺北小区综合
整治项目联合党支部 ”。 同时 ，
积极引入社会智力资源， 发挥清
华大学 “清河实验” 团队在社会
治理、 社区营造、 群众动员等方
面的专业优势 ， 采取 “自下而
上” 的社区居民参与模式， 充分
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

目前， 已完成小区9栋楼本
体外墙保温 、 防水 、 塑钢窗更
换， 楼梯间等公共部分保温， 室
内厨房、 卫生间上下水改造40个
单元， 室外楼前雨、 污水、 电信
井、 围墙粉刷、 道路整修、 自行
车棚翻建等工作。 此外， 根据小
区78.8%居民意愿 ， 立体停车设
施确定位置。 经过多次协调， 街
道于今年春节前将两处临建1400
余平方米进行了拆除。 建设成四
层立体停车位2950平方米， 设置
升降横移立体停车位140个， 平
面 清 洁 能 源 停 车 桩 专 用 停 车
位10个。

在自选类项目方面， 截至目
前， 全小区已签订同意加装电梯
协议 623户 ， 占总户数的 92% ，
共有29个单元业主100%同意加
装电梯。 其中2部电梯已通过质
量验收， 正在试运行， 完成了15
部电梯加装任务。

此外， 清河街道已经完成了
养老驿站建设前期准备。 在前期
调查问卷中84.9%的业主认为应

该将小区门
口长期用于
经营的一家小旅馆
改造成养老驿站 。 为
此， 街道紧密结合 “疏解整治促
提升” 大前提， 同时又在充分尊
重民意的基础上， 主动联系协调
该处公寓的产权方， 将4300平方
米的商务楼整体租下来， 全部用
于社区公益用途。 除增加养老驿
站外 ， 还将同时改善居委会办
公， 满足党群服务、 社会组织孵
化、 课后托管等多种服务功能。
现在街道已与某公司达成协议，
将引入专业养老机构提供服务，
拟在清河地区打造一处科技智能
化养老驿站。

做法二：
补齐功能 提升软件建设

在对老旧小区的整治和提升
中， 硬件设施的补充和升级很重
要 ， 文化服务的提升也不能忽
视。 近年来， 经过准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转型升级、 小区家园计
划、 老旧小区改造等一系列做法
让一些老旧小区生活环境逐年得
到改善。 但在对小区进行改造升
级时， 也存在更偏重物质空间环
境的修补， 缺少对小区品质和功
能再造的整体考虑的现象。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对此，
朝阳区有着自己的思考。 该区从
功能、 空间、 环境、 人文、 管理
等五大要素， 对小区特别是老旧
小区进行系统改造升级。 围绕全
要素人居环境和生活舒适度， 解
决小区环境品质下降、 空间秩序
混乱等问题， 促进建筑物、 街道
立面、 天际线、 色彩和环境更加
协调、 更加优美， 促进小区公共
空间、 居民活动、 社区文化塑造
和人居品质提升。

朝阳区从小区、 楼门、
家庭入手， 加强小区文化符
号构建。 《全要素小区建设
计导则》 将居民手印墙、 家
牌、 涂鸦、 小区记忆、 楼门文化
等作为重要内容 。 目前 ， 已在
13000个楼门系统开展楼门文化，
将家规、 家教、 家风建设作为小
区治理的基础， 提升全要素小区
建设的人文品质。

做法三：
居民参与 提升智慧管理

在老旧小区升级的过程中，
不少社区主动让居民参与其中。
比如 ， 在清河毛纺北小区改造
中， 就指导社区建立 “社区议事
委员会” 沟通平台， 选出17名议
事委员、 10名社区监督委员， 增
强了群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话
语权。 此外， 还广泛宣传动员推
动社区民主协商， 将 《致毛纺北
小区全体业主的一封信》 送到每
位业主手中 ， 并在社区宣传橱
窗、 楼道门口进行张贴， 保证全
员知晓。

此外， 在进行硬件设施改造
升级的同时， 朝阳区也注意到小
区日常管理的问题， 注重通过社
会动员加强日常管理。 比如， 为
解决小区交通与泊车问题， 一方
面通过改造小区交通设施、 拆除
私装停车地锁等方法来解决小区
微循环问题。 另一方面， 对私家
车停放、 小区自行车存放、 共享
单车停放等进行规范。 动员居民
当好小区管理的主人， 共同维护
小区管理秩序。 此外， 在治理背
街小巷问题上， 将集中整治、 立

体设计、 日常维护等融为一体，
建立街巷长、 小巷管家队伍。

下一步， 朝阳区会加强社会
动员。 充分调动居民、 物业、 辖
区企业、 市场主体等参与， 引导
居民通过随手拍、 网络投票、 网
络议事等方式参与社区事务。

【建议】
老旧小区难题需 “智慧

化”破解

“如今面临着老旧小区停车
难环境差秩序乱、 商品房小区物
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商务楼宇
中物业企业与相关主管部门缺乏
联动机制等老大难问题， 还需采
用现代化服务 ， 打造智慧化社
区。” 政协工商联界别委员郭丽
双在优化社区管理模式方面做了
大量研究， 她提出， 传统的社区
管理已经满足不了现代社区管理
的需求， 优化社区管理模式迫在
眉睫。

“社区服务是社区管理的主
要内容， 所以加强社区建设， 提
升社区服务则是重中之重。” 郭
丽双认为， 传统的社区管理已经
满足不了现代社区管理的需求，
新型模式需要应运而生。 要想解
决这些问题， 就要优化社区管理

模式， 打造智慧化社区。
所谓智慧化社区是社区管理

的一种新理念。 智慧社区是指充
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
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
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
境，从而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
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
形态的社区，涉及到智能楼宇、智
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
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物管理、票
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
字生活等诸多领域。

郭丽双表示， 智慧社区从功
能上讲， 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核
心 ， 为居民提供安全 、 高效 、
便捷的智慧化服务， 全面满足居
民 的 生 存 和 发 展 需 要 。 她 建
议 ，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则是智慧化社区服务一项重要新
途径。 例如， 在物业管理方面，
可以借助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
算等信息技术， 搭建智慧物业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 联合物业公司
动态采集企业信息、 消防报警、
人口服务、 水电气热等信息纳入
智慧物业数据库， 针对非法集资
企业、 高层楼宇火灾隐患排查、
空巢老人紧急救援等提供精细化
管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