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环境好了，我们心情也跟着好了”
□本报记者 张晶

【特写】05新闻202１年 ６月 17日·星期四│本版编辑张瞳│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小区环境好了， 我们心情
也跟着好了。” 提到近一年来家
门口的变化， 住在大兴区枣园社
区的付强赞不绝口。 “老旧小区
改造推进难问题” 一直是群众所
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 我市将其
纳入接诉即办 “每月一题” 重点
解决督办事项， 围绕市民诉求集
中的 “申请” 和 “工程质量” 两
方面， 狠抓解决老旧小区改造推
进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 枣园小区位于
大兴区清源街道， 是上世纪90年
代建成的集回迁房、 房改房、 商
品房、 产权单位自管房等类型为
一体的混居社区。 小区总建筑面
积约28.7万平方米 ， 含51栋楼 ，
3380户居民， 85家底商及5家辖
区单位， 属于典型的超大规模的
老旧小区。

近年来， 大兴区枣园以及三
合南里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项目，
引入愿景集团进驻， 突破传统社

区物理空间边界， 实现空间资源
的跨区域平衡， 初步实现社会资
本投资老旧小区改造的 “微利可
持续”。 项目通过党建引领社区
自治、 多元协同合作机制、 全域
统筹快速复制、 周边板块组团联
动、 便民功能空间打造， 开展多
元化、 全域化、 统筹化、 创新化
有机更新， 截至目前， 两个试点
社区建设项目已部分投入使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本市把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行动
的重要内容、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 作为 ‘民生改善综
合体’ 来抓紧推动。 截至2020年
底， ‘十三五’ 时期， 全市累计
列入改造计划老旧小区508个 ，
面积约2020万平方米； 已实现开
工393个小区 ， 面积约1610万平
方米； 完工128个小区， 面积约
465万平方米。”

目前， 在施和完工项目已惠

及居民约27万户， 80%以上小区
成立了业委会或物管会， 物业管
理基本覆盖， 完工小区的居民满
意度达90%以上。 按照国家提出
的 “十四五” 期末力争基本完成
需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工作要
求， 本市将在 “十四五” 期间加
快推进全市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
初， 明确了今年全市新确认400
个小区、 1500万平方米； 新开工
300个小区 、 1100万平方米 ； 新
完工100个小区、 400万平方米的
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 已先后确
认下达2批改造项目计划， 共308
个项目、 299个小区， 各项目正
在开展招标、 方案设计等前期工
作 ， 条件具备后将陆续进场施
工。 为实现本市老旧小区改造要
改出新模式、 新机制、 新面貌工
作目标， 今年继续加大力度完善
政策措施， 已出台了2021年工作
方案， 明确了年度重点工作和要
求； 印发了引入社会资本指导意

见 ， 引导企业参与老旧小区改
造， 并提供政策支持； 制定了适
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指导
意见， 细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
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建设内容。

今年4月下旬， 本市启动了
全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质量
“回头看 ” 工作 ， 布置各区对
2019年、 2020年竣工的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工程质量进行“回头看”
自查； 市住建委与市纪委联合成
立市级督查组，用2个月时间对通
州、丰台、西城、大兴、石景山、朝
阳、昌平7个区18个工程质量诉求
集中小区进行现场督查， 开展入
户走访。同时，正在研究建立工作
推进和日常管理长效机制， 起草
《关于完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
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加
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质量管
理的通知》； 完善12345 “接诉即
办” 常态化处理机制， 动态分析
12345市民热线诉求 ， 与各区建

立常态化对接反馈机制， 各区对
符合条件的项目应及时报市联席
会审议确认， 进一步加强改造项
目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打造放心
工程和群众满意工程。

接下来， 市住建委将会同市
有关部门和各区结合党史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动 ，
立足 “接诉即办 ” 条例立法实
施 、 落实 “每月一题 ” 工作任
务， 聚焦申请和工程质量问题持
续发力， 力争 “七一” 前完成全
年400个小区的确认任务， 督促
各区完成工程质量 “回头看” 整
改事项，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 研究完善老旧
小区工作诉求分类及考核机制，
积极推动部委所属事业单位和央
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确保
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问题得到根
本有效解决， 将老旧小区改造这
项暖民心、 聚民心、 得民心的好
事办实、 实事办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市多措并举解决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问题

掏出身份证放入识别区， 目
测屏幕进行识别， 播报体温完成
健康宝核验……近日 ， 67岁的
李先生来到北京市普仁医院就
医。 通过设置在医院门口的健康
宝测温核验一体机， 不到5秒钟
时间他就顺利的完成了测温、 健
康宝查询等流程， 随后进入医院
准备就诊。

根据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要
求， 各医疗机构严格执行预检分
诊制度， 测温、 健康宝查询等必
须流程。 但也给无家属陪同、 使
用手机不熟练甚至不会用手机的
老年患者， 带来一些困难。

去年年底， 东城区卫健委为
区属各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配置了22台健康宝测温核验一体
机。 这个机器的出现缩短了老年
人在预检筛查时的等候时间， 老
年人使用医保卡或身份证即可进
行体温监测和健康宝查询。

配置健康宝测温核验一体机
是本市改善医疗服务、 提升老年
患者就医感受的举措之一。 据了
解， 北京市卫健委聚焦 “接诉即
办” 工作中群众反映较多的老年
患者就医难点， 探索出台了一系
列医疗服务改善措施 ， 将 “尊
老” “助老” 理念融入就诊全流
程 ， 提升了老年患者的就医感
受。

在利用信息化技术丰富预约
挂号方式的同时， 本市还推出了
不少改善措施， 以适应老年人的
挂号就医需求。 如， 各医疗机构
在做好非急诊全面预约的基础
上， 可根据本机构老年人就医实
际情况， 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
的现场号源。 此外， 还畅通代挂

号渠道 。 京医通等预约挂号平
台， 医院的APP均可绑定多个就
诊卡， 方便由家人、 亲友等代为
老年人预约挂号。 全市为老年人
提供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均开设
了为老年人提供挂号、 就医等便
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 本市始终扎实推
进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医
联体建设。 截至目前， 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已覆盖210.2万65岁以
上老年人 ， 医联体已覆盖全市
600余家医疗机构。

通过号源下沉的方式， 市卫
健委积极推动老年患者在家庭医
生指导下有序转诊， 在医联体内
有序流动。 一方面要求各二三级
医疗机构以 “社区优先 ” 为原
则， 畅通转诊渠道， 扩大社区家
庭医生预约号源数量， 方便家庭
医生为老年患者预约挂号。 另一
方面， 综合医联体核心医院向医
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预留30%预

约号源， 医联体内二、 三级医院
对转诊签约老年患者提供优先就
诊服务， 便于基层医疗机构为老
年患者提供预约转诊服务。

此外 ， 为发挥家庭医生作
用 ， 本市还通过在线问诊等方
式，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具处
方， 由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
社区志愿者或药品配送企业， 为
65岁以上诊断明确、 病情稳定的
家医签约老年慢性病患者， 提供
多种方式的 “送药上门” 服务。
据统计， 2020年至今， 全市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为老年人送药上门
84.5万人次。

为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就医感
受， 本市还在全国率先开展老年
友善医院创建， 目前全市累计已
有253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今
年， 市卫健委将继续在全市开展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作。 年
底前， 全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
设率不低于65%。

“终于拿到房产证了，让我们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看着
手中的房产证， 家住双榆树东里
甲20号楼的马阿姨笑得合不拢
嘴。

记者了解到， 马阿姨家所在
的双榆树东里甲20号楼2003年便
竣工了， 业主也陆续入住。 入住
后， 大家开始关注开发商办理产
权证的问题， 期间还向开发商缴
纳了办证所需的各种费用， 但迟
迟未能取得产权证， 这一拖就是
17年。 最为棘手的是所有业主都
联系不上开发商， 而且相应的营
业执照被吊销， 这为后续项目首
次登记、 分户登记都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不仅如此，开发商在商品
房销售过程中， 还存在一房两卖
问题， 套取银行贷款致36套房屋
被查封问题。诸多问题的叠加，也
导致该小区陷入越拖越难、 越难
越拖的恶性循环， 最终损害的是
合法购房人的权益。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市部分
住宅项目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无
法按正常程序办理不动产登记由
来已久， 购买房屋入住多年拿不
到产权证书， 影响到居民办理落
户、子女入学、房屋交易等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群众反映强
烈的民生问题。经排查梳理，目前
全市存在住宅类历史遗留不动产
登记问题项目900余个，涉及房屋
50余万套， 存在问题时间最长近
30年。”

为了解决 “房产证办理难”，
2019年，市规自委、市住建委、市
税务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印发切
实解决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
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
知》（京规自发[2019]329号）（以下
简称 “329号文”）。“329号文为解
决办证难题提供了政策支撑。”海

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程跃介
绍说，首先，针对开发商跑路营业
执照被吊销的问题，329号文明确
可以由业主委员会作为申请主
体， 彼时该小区正好经法定程序
选举成立了业委会， 而且在办理
分户登记过程中购房人也可以单
方申请， 由登记机构公告无异议
后即可办理个人的产权证；其次，
针对无法正常办理竣工备案手续
的问题，329号文明确可委托具备
相应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对整栋
房屋进行避雷、安全检测鉴定，鉴
定结果认定房屋可以安全使用
的，可为购房人办理产权登记。最
后， 针对法院查封、 一房两卖问
题，一揽子与海淀区法院联动，既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合法购房人
的权益，又解决了法院查封问题。

为了帮双榆树东里甲20号楼
的业主拿到房产证， 海淀区曾召
开专题会，规自委海淀分局、区住
建委、区税务局、区房管局、中关
村街道等参加了会议，按照329号
文件政策形成了具体的解决方
案。在多方努力下，截至目前，160
户中，145户已顺利办理产权证，
剩余15户正通过法律途径明晰产
权，也在按正常程序办理中。

市卫健委推出系列医疗服务改善措施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将“尊老”“助老”理念融入就诊全流程
本市多部门联合解决房产证办理难题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