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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塑“颜值”内修“气质”

看这个老旧小区如何实现“成都最佳改造”
斑驳老墙穿“新装”、居民有了休闲娱

乐场……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市
锦江区五福苑小区在春节前完成了改造，
昔日的“问题小区”变身为“幸福小区”。

在由成都市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工程推进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

“2021年成都市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示范
项目评选活动”中，锦江区五福苑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荣获“综合奖·最佳老旧小区
改造奖”。

这个老旧小区如何实现“成都最佳改
造”？2月2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五福苑小区，探访这个老旧小区的

“变身记”。

“颜值”实现“逆生长”

27日，成都阳光和煦，气温适宜，位
于锦江区马家沟片区的五福苑，院落外立
面透着清幽雅致，“五福”文化氛围温馨而
浓郁。除了院落外立面和围墙“穿新衣”，
院落内也有了专属的文化标签。

“如今的小区干净又整洁，墙面屋顶
和建筑外立面粉刷一新，一点看不出是老
旧小区。”看着眼前的变化，居民李翠英说
起小区的旧貌换新颜，由衷为锦江区的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竖起了大拇指：“现在我
们的院子越来越美了！”

不久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屋顶
渗水、建筑外立面墙面脱落、小区内涝、通
信管线杂乱……随着锦江区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五福苑小区在2021年迎来
了“变身”之机。

改造中，成都市锦江区公园城市局、
沙河街道充分挖掘街区和小区传统文化
底蕴，提炼文化内涵，按照“传承文化、彰

显特色、美化院落”的总体原则精心设计，
从宜居、安居、乐居等方面入手，以五福为
主题，打造小区“福”文化品牌，形成了乐
福堂、品福堂、味福堂、知福堂、五福堂主
题空间。

老旧居民楼外立面被重新刷漆，杂乱
无章的线缆被规整，更换了雨棚和玻璃
窗，还建设便民菜市场513平方米、标准
停车位141个，经过一番改造，小区水、
电、气、网、路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排水
不畅、停车困难等民生难题逐一解决，“颜
值”实现“逆生长”。

既改“面子”又改“里子”

五福苑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为破产
企业职工修建的第一批解困房，有住户
497户，居民1490人。小区管理粗放，这
里慢慢地就成了“问题小区”。

“这些年问题实在太多了，小到邻里
纠纷调解、下水管道不通，大到一到用水
高峰就会出现水压不稳，老化的供水管频
频出现破损、爆管，每天都有一堆问题要
去解决。”在五福苑小区生活了18年的居
民苏绸华说，“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供水
设施老化的‘顽疾’，现在再也不用为用水
而发愁了。小区环境也更加整洁、美观、
安全，我们非常高兴、满意！”

“我们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出发，将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
全放在首位，优先消除小区安全隐患。”成
都市锦江区公园城市局有关负责人说，首
先启动安全隐患治理，修复地下管网塌陷
3处，更换地下管网约200米，有效解决小
区内涝等安全隐患。

在此基础上，对小区安防监控系统、
大门、道路、雨棚、停车位、自来水一户一

表改造、通信管线序化等基础设施设备进
行整体规划整治，全面满足居民安全、生
活需求。

锦江今年拟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4个

“老旧小区改造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一
环，要以人为本，不能为了改而改。在第
一次征求居民意见时，大家七嘴八舌，有
人希望加强社区适老化改造，有居民提出
划分更多停车位，也有人说要增加娱乐活
动场地。”沙河街道办主任邓姗姗说。

为弄清楚绝大多数居民的真实想法，
锦江区公园城市局联合沙河街道、社区干
部，采用设立宣传点、挨家挨户上门做工
作、电话沟通等方式，深入宣传老旧小区
改造相关政策，竭尽所能满足大多数居民
的诉求。

曾经破旧的停车棚“摇身一变”成为
院落亲子互动、日间照料、共享食堂等公
共空间；休闲广场曾经杂乱的样貌不见踪
影，换上了“新装”；此外还新增了老人活
动室、智能快递设施……改造中引导群众
充分参与，让居民们的期盼逐一照进了现
实。

改造好更要管理好。为实现院落内
居民自治、共管、共建、共享，锦江区公园
城市局、沙河街道引导居民成立了小区党
支部和党员代表、业主代表、居民代表共
同参与的小区提升改造自治小组，让小区
管理者“从群众中来”，让小区具体事“到
群众中去”，真正实现小区事务由群众“拍
板”决定。

“五福苑的成功改造是锦江区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生动实践。”锦江区公
园城市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锦江区将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4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当前，成都市正开展城市更新和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工程，今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601个，持续推进50个城市片区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然而老旧小区改造的对象如何界定？怎样
改造？居民需要出资吗？2月25日，成都市住
建局就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焦点焦点11
改造对象范围有多大？

成都市住建局：成都老旧院落（小区）
改造对象“原则上为城市或县城（城关镇）
范围内2004年底前建成的，存在安全隐
患、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
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基本居住功能缺
失、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院落”。

在中央、省老旧院落（小区）改造相关
政策基础上，成都结合工作实际，将建成
时间从2000年底前拓展至2004年底前，
进一步扩大了政策覆盖范围，以惠及更多
居民。同时，在表述中增加“存在安全隐
患”和“基本居住功能缺失”两项，进一步
明确了成都老旧院落（小区）改造优先保
障基础民生的工作重点。

焦点焦点22
主要改造什么？

成都市住建局：在中央、省老旧院落
（小区）改造相关政策基础上，成都结合工

作实际，着重突出“以人为本，重点突出”
的工作原则，坚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在基础类、完善类、提升
类基础上，新增安全类，按照“保安全、重
基础、强完善、促提升”的原则统筹推进。

一是安全类。为消除燃气等安全风
险隐患实施的内容，包括院落燃气、供电、
排水、消防、安防等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
整治。此类立查立改。

二是基础类。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
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市政配
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
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此
类基于群众意愿，应改尽改。

三是完善类。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
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
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
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此类
尊重群众意愿，能改则改。

四是提升类。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
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主要是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此类立
足实际，积极推进。

焦焦点点33
如何充分表达居民诉求？

成都市住建局：在老旧院落（小区）改
造中为充分表达居民诉求，切实改到群众
心坎里，成都从改造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引
导居民积极参与其中。

一是将成立业委会或院落居民自治
组织作为启动改造的前置条件，由街道办
事处引导院落成立业委会或院落居民自治
组织、完善院落公约；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条
件成熟的院落成立党组织并强化基层社会
治理领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引领作用。

二是民意表决通过后启动改造。采
取入户调查、坝坝会等形式，充分征求居
民意愿，依法依规开展民意表决，达到规
定条件后，启动院落改造工作。

三是改造方案充分征求民意。积极
引导社区规划设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
进社区、院落服务，充分倾听群众诉求，因
地制宜编制改造方案，按程序公示并征得
居民同意。

四是参与改造过程监督。由街道办
事处组织院落自治组织参与改造全过程
监督；组建“共同缔造”委员会、社区居民
议事会等公众议事平台，组织居民、产权
单位、专业经营单位等共同参与，及时协
调各方诉求。

焦焦点点44
居民需要出资吗？

成都市住建局：遵照中央、省老旧院
落（小区）改造政策中关于建立改造资金
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的工
作要求，成都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合理
落实居民出资责任。

一是承担户表改造中的居民出资部
分，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

成华区及成都高新区原则上为居民按每
户800元的标准出资自来水户表改造。
其他区（市）县可参照执行。

二是对于未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机制的老旧院落（小区），应建立老旧院落
（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使用、管
理机制。业主按照不低于每平方米5元
的标准交存老旧住宅小区首期维修资金
（面积按照业主所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同时在改造中，鼓励引导居民通过让
渡小区公共收益、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
方式支持改造。

焦点焦点55
如何保障改造成果长效可持续？

成都市住建局：一是坚持“先自治后
整治”，结合改造工作同步建立居民自治
组织，完善院落公约，引导居民主动参与
到院落改造后的自我管理维护工作中
来。二是对纳入改造范围的老旧院落（小
区）首次设立业委会或居民自治组织、建立
自治公约、运行物业服务机制后，由财政对
每个院落一次性给予5万元补助，用于其日
常维护管理。三是健全物业管理服务制
度，遵循居民意愿，结合院落实际，采取引
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委托其他管理人
或业主自我管理等方式，为老旧院落（小
区）提供物业服务。四是通过建立老旧院
落（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机制，为院落
改造后的自我管理和维护奠定资金基
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老旧小区改造，居民要出钱吗？
成都市住建局解答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造后的五福苑小区。成都市锦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