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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吴小红）“在
当前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抗疫工作
人员将‘码’上问需送楼进户，通过‘扫
码填需’，进行需求收集、跟踪推进和
结果反馈，实现疫情防控精准服务。”
近日，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英郡三期
小区的业主叶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

“‘码’上问需”让居民感受到“不见
面”胜似面对面，而“不见面，需求照单
办”的便利让抗疫工作人员也能第一
时间接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
理居民的需求，执行快、效率高。

2 月 24 日，英郡三期小区调整为
疫情中风险地区后，桂溪街道 100 余
名一线抗疫工作者、志愿者和物业
人员组成封控（管控）区域管理服务
工作专班，为小区里 2600 余名居家

锦江区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持续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66个小区2300户居民结束“爬楼时代”
刷卡、进电梯、十多秒后到家

门口！在成都锦江区桂王桥东街4

号院，外观为玻璃幕墙的电梯每天

都在为“上上下下”的居民们提供

服务。据了解，既有住宅自主增设

电梯是一项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

工程，在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促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完善既有住宅

使用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记者从锦江区公园城市建
设和城市更新局获悉，截至目前，锦江
区已为既有住宅加装192部电梯，66个
小区2300多户居民因此进入了“电梯
时代”。

“加梯”遭遇困难与障碍
党员志愿服务调处矛盾

“以前要上5楼，我中途起码要休
息两次，年纪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
利索，如果手上再拿点东西，就更别
提了！”如今每当谈起增设电梯后的
变化，家住锦江区桂王桥东街 4 号院
的王先生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现在有了电梯，买菜、锻炼都方便多
了，平时买了米和油我都能轻轻松松
提上楼！”

然而，“加梯”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在4号院居住的廖正恺回忆说，加
梯过程中，项目方由于资金问题导致
电梯加装处于停工状态，“一时间大家
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
召开了协调会，积极为居民和施工方
搭建沟通平台。”锦江区公园城市建设
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多
方了解情况后，该局牵头属地街道、司
法所和业主代表与企业法人一起协商

解决问题，并签订协议书，以保障电
梯加装后续工作的完成。

一部电梯的加装涉及的单位较
多，加装电梯确实要经历许多困难与
障碍：电梯加装前，业主诉求不一，推
进难度较大；电梯加装后，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电梯后续管理、楼道治理等
问题。

如何破题？对此，锦江区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华兴街社
区、庆云社区、合江亭社区、交子社
区、莲花社区5个社区建立了“加装电
梯党员志愿者服务站”，协助解决电
梯增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主要为居民提供政策解
读、矛盾调处等志愿服务。”蓉易安城
市更新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刘俊也
是华兴街社区“加装电梯党员志愿者
服务站”的一员。据他介绍，服务站
挖掘社区党员志愿者的“熟人效应”，
引导居民支持配合加梯工作。“一个
小区往往都要进行五六次调解，甚至

更多，但只要能打消居民们的顾虑，
形成顺利推进的‘合力’，再辛苦也是
值得的。”

抓住加装电梯契机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走进北顺西巷 6 号院，改造后的
院落面貌让人眼前一亮。在院子里
住了20多年的王遐申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不仅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电梯
梦”，小区里的环境也有了很大提
升。“现在，老人们上上下下不再犯
难，舒适的环境也让我们更愿意出门
走走，大家都很满意。”

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锦江区
北顺西巷6号院落是金具厂的员工宿
舍。这个已建成20余年的“90后”院
子，如何提升配套？如何发动居民共
建共治？

“关键要收获民心和民意。”对
此，锦江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

新局首先发力，主动送政策到街道、
进社区、进院落、进家庭，全面宣传
自主增设电梯。在督促街道、社区
启动院落重大议事协商沟通机制的
基础上，多次召集街道、社区、电梯
公司和业主针对电梯安装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磋商，为了让“加
梯”向纵深推进，由小区党员志愿者
组成的自治组织——“院落规划师”
也应运而生。

“自己的院子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自己说了算！”作为北顺西巷6号院落
的“老居民”，王遐申第一时间当起“承
头人”，他介绍说，院子共有 7 个单元
楼，“院落规划师”由每个单元楼推举
一名党员代表产生，统筹协调小区加
装电梯各项事宜。“通过入户走访，向
居民宣传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收集
居民意见，争取居民支持。”

“在改造后，我们也积极与居民
协商电梯维护相关事宜。经过协商，
院落和电梯加装公司签订了 10 年合
同，维护费及电费由电梯加装公司管
理，平均每户每月摊销 9 元。”王遐申
表示。

据锦江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
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积极探索“三民
一同”机制，以院落规划“民提议”、共
建共享“民商议”、居民自治“民决议”、
社会力量“同行动”为支点，让居民们
全程参与电梯施工监督、检查验收、后
期运行维护，“真正实现‘居民的事居
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

利用加装电梯的契机，持续改善
人居环境，锦江区协调多方资源同步
改造院落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生活环
境。在对车棚、花台、墙面等公共基础
设施进行修整维护的同时，还打造了

“红星6号党建地图”“6号低碳装置”等
微景观。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郝淑霞
成都市住建局供图

英郡三期小区划为中风险地区后，工作专班推出专项服务

“码”上问需 不见面需求照单办

隔离居民提供服务。

为 解 决 居 家 隔 离 居 民 生 活 上
的诸多不便，管理服务工作专班积
极运用天府市民云社智在线问卷
功能，制作了“‘码’上问需”二维
码，并邀请爱心企业帮助设计制作
了线上海报和线下“‘码’上问需”
卡片。

3 月 2 日，英郡三期的业主叶女
士通过“‘码’上问需”进行扫码后，
填报了房号、联系方式以及“3 月 4
日早上到华西医院抽血，3 月 7 日早
上到华西医院进行术后复查”的需
求。随后，后台第一时间将需求分
配到相关工作组，“疫”线医护组医
生收到需求后，马上为叶女士制定
了解决方案，并进行了跟踪反馈。
一小时内，通过“收集、交办、处理、

跟踪”闭环管理模式，成功解决了叶
女士的需求。

这种让“难题上网，网中解决”
的模式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效率，
有效缓解了“一多一少”（居民需求
多，工作人员少）难题。据了解，管
理服务工作专班入驻小区后，立即
成立了英郡三期临时党支部，坚持
党建引领防疫，形成“一区一核，多
点一面”工作体系。“一区一核”指在
小区以临时党支部为核心，推动各
方力量扭成“一股绳”；“多点一面”
指在临时党支部的统筹部署下，联
动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人员、
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多点连线、以线
织面，打好疫情防控组合拳，织密防
疫“一张网”。

华兴街社区加装电梯协调会。

“码”上问需，温暖一直在。（桂溪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