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邯郸采访老旧小区改造时，
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个社区
都对改造用了心。

“这是我们小区的文化长廊，
有‘婆媳对夸角’‘周五亭相会’等
小单元。”丛台区柳林桥街道柳颐
社区工作人员林志英说，滏山花园
小区改造的一砖一瓦都有居民参
与其中。

“你看楼宇间花园内的小路，
是小区居民与施工单位一起铺设
的。”林志英说，“在小区改造期间，
我们每周五都会和居民讨论改造
方案，因此特地在小区内设立了一
个凉亭，起名为‘周五亭相会’。”

在滏山花园小区两栋楼间，还
有一面照片墙，墙上张贴着两户居
民1995年到2020年，每隔五年拍摄
的家庭照片，记录着小区的变化。

“复兴区石化社区引进石简书
店，成为全市首家社区书店。”邯郸
市房管局物业处处长李雪介绍，

“中煤69处小区利用废弃锅炉房
建设了‘邻里中心’，打造高标准的

‘街坊剧场’，开展以邻里和睦为主
题的一系列活动，依托小区废弃的
老水塔，收集国内老水塔历史，绘
制文化墙，打造记忆游园，留住城
市里的乡愁，体现浓厚文化氛围。”

“居住在六二社区北岗院的居
民，有很多是单位工会的退休职
工，每个人都多才多艺，小区的文
化氛围很浓厚，老旧小区改造时就
考虑到了这一点。”社区党支部书
记杨红说，“为了满足居民文化需
求，我们把小区原来破旧的食堂建
成二层小楼，一层有食堂、超市、理
发店和儿童娱乐室，二楼有可以练
瑜伽的多功能厅、合唱室，还有和
司法局一起承办的调解室。”

“我们小区理发才两块钱。”北
岗院正在小房门口择菜的赵奶奶
说，“附近小区的居民都来我们这
儿理发，理得又好又便宜。”

杨红告诉记者，北岗院70%的
居民都是退休老人，为了尽可能地
满足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社区的
食堂由分配到社区的退役军人运
营，盈利只用于缴纳水电费和日常
开支，其余部分全部让利给居民。

为了照顾小区的低保户，该社
区一楼的超市区免费提供场地，由
多个低保户经营。

“老旧小区改造的目的，就是
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副局长李中华说，在改造
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走访群众，
详细了解他们的需求，最终把居民
反映突出的道路、绿化、供排水等
作为改造的重点，通过“面子”和

“里子”一起改，把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打造成凝聚党心民心的精品工
程、阳光工程，使小区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得到显著提升。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9月7日下午，邯郸市丛台区矿
建社区朝阳路11号院内，一座座红
色砖瓦四层小楼洁净整齐，宽阔的
社区道路两旁，几位居民正在享受
午后的时光。

“这个院就像别墅区一样，道
路比外面马路还要平坦干净。”居
住在10号楼的闫喜兰说，“经过改
造，我们小区可是大变样，行人走
路的空间变大了，能和老邻居一起
在楼下坐坐，不像以前，随时都得
起身让路。”

11 号院是邯郸市典型的老旧
小区，有395户居民，最早的楼建于
1978年。2009年拆迁立项后，由于
多种原因，开发商放弃项目，而小
区部分设施和100多户居民的门窗
已经拆除。

“由于拆迁恢复得不好，造成

小区设施功能不全、房屋失修、管
网老化、道路破损、绿化缺失、陈旧
杂乱等情况。”矿建社区党支部书
记霍艳告诉记者，想当初，这个小
区的改造可以说是集多种困难于
一身，拆违、拆迁恢复、老旧小区改
造几乎同时进行，其中拆除居民乱
搭乱建成为头等难事。

小区每栋楼4层，每户的住宅
面积只有 50 平方米左右，因此有
不少居民把阳台外扩，将房屋面
积扩大将近一半。由于长期无人
管理，老旧小区变成了乱搭乱建
的重灾区，也成为改造工作中的

“拦路虎”。
“家里空间小，东西太多放不

下。”“那么多人都盖了，我盖一个
也不成问题啊。”“等别人拆了再说
吧！”……居民们个个心里有本账，

家家都在观望。
如何让拆违工作顺利进行？

社区工作人员开始与居民面对面
进行谈心，了解违建归属、构造用
途、拆除意向、有何顾虑等，并为他
们讲解政策、解答疑惑。

“入户宣传时，我们始终站在
居民的角度，告诉居民拆除违建是
要腾出占用的空间，进行再规划设
计。”霍艳说，“让小区内公共空间
变大，也是改造过程中居民最大的
心愿。”

“违建拆除之后道路拓宽、街
面整洁，我觉得拆掉自己搭建的棚
子，不仅应该，也值得！”家住3号楼
的老田，在听到自己外扩的阳台要
拆时，一开始难以接受。后来，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下，从最初的
不理解变成了全力支持。

老田将在外工作的三个孩子
叫回，一起拆除外扩阳台，恢复房
子原貌。他不仅拆除自家的违建，
还主动加入拆违宣传中来，动员邻
居们响应拆违政策。

“拆违之难，难在拆除老百姓
的这堵‘心墙’。”霍艳说，但只要讲
好“遵法守法”这个理，算清“大家
小家”这笔账，把握“公平合理”这
根线，群众都会理解支持。

先易后难，先做通思想积极居
民的工作，再啃“硬骨头”。就这
样，11号院100多处违建，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耐心疏导下，一点一点拆
除完毕。

而邯郸市六二社区北岗院的
违建拆除动工程序与其他小区不
太一样。

按照计划，拆违工作 3 月初开

始动工，当时天气尚未转暖，而且
又赶上了疫情。施工队停工了，居
民又买不着水泥、沙子、砖，无法及
时封上拆除后的窟窿，因此对拆违
工作的抵触情绪很大。

“如果不及时堵住窟窿，夜晚
就要伴着西北风入睡。”一位居
民说。

为了让拆违工作顺利进行，六
二社区党支部书记杨红想到了一
个办法，“先让居民在家里把待拆
除区域清理出来，拆迁施工队再开
始动工。”杨红说，“居民不好找工
人，社区帮忙找，把拆违露出的大
窟窿砌上墙，安好窗。”

社区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保
证了北岗院 2000 平方米违建拆除
工作顺利推进，实现了小区“零违
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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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里子”

一起改

今年是我省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最后一年，预计到年底，全省5739
个老旧小区将完成改造。

要完成改造任务，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解决。比如，违建怎么拆？加装电
梯怎么干？物业管理怎样做才到位？针对这些问题，省住建厅推荐了邯郸市
的几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议记者去看一看。

老旧小区改造，难题如何破解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电
梯房。”9月7日，在邯郸市五一八社
区，74 岁的郭淑琴告诉记者，她腿
脚不好，患有关节炎，家住三楼的
她每次上下楼梯都紧握扶手，颤颤
巍巍一步一步往下挪。

老旧小区的楼梯，对很多住在
较高楼层的老年人都是很大的挑
战。但是，加装电梯并非一件易
事。对于一楼二楼的低层居民而
言，出行基本不需要电梯，他们认
为装电梯会带来噪音、采光、通风
等方面的问题，对生活会造成一些
影响。另外，加装电梯后还要多交
一笔安装费和后期维护费。

“一二楼本来采光条件就差，

加装电梯之后采光条件会变得更
差。”一楼的居民胡先生说，“对我
们来说，加装电梯不但没什么好
处，反而遭受了损失，居住体验也
变得更差了。”

为了打消居民顾虑，五一八社
区工作人员带领居民到已完成加
装电梯的小区进行参观。为了不
影响一二楼居民采光，社区特别设
计把电梯加装在北面阳台一侧，而
居民住宅两间卧室在南面，这就使
加装的电梯对卧室没有任何遮挡。

“我们单元是在北面加装的电
梯，从阳台进出，我们索性就把家
重新装修了一下。”郭淑琴说，“这
样，阳台打通了，又重新安了一个

门直达电梯口，感觉自己住进一个
新家。”

9 月 7 日 10 时，六二社区北岗
院内，11号楼2单元的六位居民正
在缴纳加装电梯的费用。

记者了解到，加装电梯的费用
根据楼层的高低，所占费用比例会
有所不同，楼层越高，费用相对要
高。很多老旧小区居民都是退休
老人，收入不高，一次性支出数万
元“压力山大”。

“财政补助一点、社会支持一
点、居民出一点。”杨红说，起初，电
梯公司来北岗院实地勘测后，给出
的报价是35万元。

在社区与电梯公司多次讨价

还价后，电梯公司优惠了 5 万元。
此外，邯郸市政府补贴5万元，复兴
区住建局和百二社区共同承担2万
元，北岗院加装的电梯最终价格为
23万元。

“一楼二楼不出资，三楼往上
按比例出资。”杨红说，“以2单元为
例，一共有6层楼，三层按0.8的系
数缴纳 15131 元，四楼系数 0.9，五
楼系数1.0，六楼系数1.3。”

不仅如此，邯郸市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可申请使用房屋所有权人
及其配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社
区内低保户无法支付的，由社区和
第三方即电梯公司予以相应的
补贴。

“北岗院有位低保户居民，去
年刚花48万元换了一个肝脏，他确
实经济情况不好，社区就承担了他
那部分费用。”杨红说。

记者采访时，正在收电梯费的
杨红，收到了一位居民交来的6000
元加装电梯费用。按照不同比例
分摊，每家需要缴纳的费用都在 1
万元以上，怎么突然有一份6000元
的款项呢？

“这家现在手头有点紧，刚交
了小孩的学费，手里只有这么多
了。”杨红解释，“刚发布收费通知
时，这家就和我反映了这个情况，
社区同意他有多少就先交多少，等
后期再补全就行。”

9月7日下午，一辆私家车欲进
朝阳路11号院，被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拦下。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进院
目的，登记后才予以放行。

“小区头一次有物业来管，物
业尽心尽责，我们都等着交物业费
呢。”小区居民闫喜兰高兴地说。

“这个小区的物业是两个月前
刚进入的，正在试用阶段，居民们
若满意，这个物业就正式入驻。”霍
艳说，这个物业公司是由小区居民
挑 选 的 ，价 格 也 是 在 招 标 时 定
下的。

在邯郸市，有许多老旧小区其
实就是街边楼房，有的是独栋，有
的只有两三栋楼，多是一些单位的
家属楼，规模小，没有物业管理。

丛台路 43 号院与 98 号院，是
丛东街道春光社区的两个居民院，
院的出口一个在丛台路，另一个在
光明大街。

同样存在这个现象的还有丛台
路甲50号院，同一个门牌号却是一
个院外带独立的三栋楼。每栋楼有各
自的出口，院里的居民只能走丛台
路，三栋楼的居民只能走滏河大街。

工作人员在老旧小区改造调

研时发现，相邻两个小区建设之
初，水网、管网等属于一个系统，建
成后才分给不同单位做家属房使
用。由于围墙的存在，使小区都存
在场地和居民活动空间小、停车
难、道路破损、架空线凌乱、绿化
少、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而且，这些老旧小区很多没有
物业管理，公共环境普遍比较差，
包括道路破损、秩序混乱、私搭乱
建等。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维护和
运营管理的机制，即使政府牵头对
城镇老旧小区实施了改造，效果也
难以长期保持。

面对这样的问题，邯郸市采取
“拆墙并院”方式，使相邻小区融为
一体，达到“1+1>2”的效果。

“原先这98号院，救护车、消防
车从光明大街进来，在院里掉个头
都不方便，现在好了，车直接就能
从丛台路开到楼下，真是方便多
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阻隔围墙被
拆除后，居民们拍手称赞。

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丛台路
甲 50 号院和滏西大街一个小院之
间的围墙拆了，两院通了，居民去
沁河市场买菜也方便了。

拆墙并院后，小区规模变大，
引进物业就变得容易起来。

“隔壁的9号院只有三栋楼，现
在和 11 号院由同一个物业公司管
理。考虑到朝阳路上老旧小区的
特殊情况，社区在物业招标时，开
出的首要条件就是，中标者需要对
11号院的10栋楼和9号院的3栋楼
实行统一管理。”霍艳说，“在招标
会上，由居民代表挑选其认为价格
合适的物业，最终挑选了一家物业
费每平方米0.45元的物业公司。”

9月7日，复兴区百家街道智慧
平台运营中心正在测试。

“9 点 50 分 36 秒，人脸识别信
息已经更新，这是刚进入小区大门
的一位居民。”万盛新科技运营总
监王俊康指着智慧屏右下角的人
脸信息说，社区植入“智慧小区”管
理系统后，居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就
能使用智慧监控、智慧消防、远程
问诊挂号等多项“智慧”服务。

记者发现，通过面前的显示
屏，平台工作人员可随时监控小区
各种情况。小区安装了进出口人
脸抓拍系统、高清车牌识别系统、
安防监控中心等智能化管理系统，

以保障小区安全。
社区工作人员

说，将智慧建设引
入老旧小区改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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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 个 安
全、舒适、便利
的现代化、智慧
化生活环境。

智慧小区建设
费用谁来出？这是居
民最关心的问题。

“前期建设费用由政府和第
三方承担，后期的运营服务费由
社区居民分担。”王俊康说，“建
设费用的10%是运营费用，平均分
摊到每户的是每年 300 元—400
元。目前还在建设中，后期需要
居民支付的运营费已经张贴在小
区门口公示。”

“安装了人脸识别，安全就更
有保障了，而且这套系统还能满足

我们日
常生活
的各种
需 求 。
这 个 价
格可以接
受。”北岗院
11号楼2单元
的刘柏泉说。

先要拆除老百姓的“心墙”

“三个一点”破解加装电梯难题

拆墙并院引物业公司入驻
◀百家街道五一八社区

内，花草自养区一片生意盎然。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
▼9月6日，邯郸市复兴

区首家社区亲子阅读馆在钢
三社区开业，居民在馆内墙壁
上留下自己的彩色掌印，装扮
阅读馆。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声强摄

百家街道智慧平台运营中心内百家街道智慧平台运营中心内，，通过智慧大屏通过智慧大屏
可以看到北岗院和五一八小区的内部情况可以看到北岗院和五一八小区的内部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赵泽众摄

99月月77日上午日上午，，百家街道六二社区北岗院百家街道六二社区北岗院1111号号
楼楼22单元的居民正在缴纳加装电梯的费用单元的居民正在缴纳加装电梯的费用。。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赵泽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