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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改造到底做什么？ 居民需求最重要

长桥新村，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虽只有

26 栋楼、482 户居民，但不算大的小区有 5 个出入

门，让小区治理存在一定难度。 而小区的很多基础

功能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居民对幸福生活的要求，

外立面脱落、屋顶渗水、道路狭窄、乱停车、充电困

难、绿化景观少等问题突出。“问题虽然很多，我们

总要多了解下居民的需求，才能有的放矢，把改建

工程做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长桥新村第一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张海燕说道。

在“三旧”变“三新”民心工程初期，由党总支

牵头，成立微网格先锋小组，吸收了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社区党员、业委会成员、楼组长、志愿者、物

业工作人员等，小组中的成员大多是小区居民，本

就熟悉小区情况，又与居民们打成一片。 大家走访

中充分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 扩宽道路增加机动

车停车位、楼道入口增加无障碍设施、增加非机动

车充电桩、改造门卫室……最终汇集成问题清单。

以“知晓民情、把握民意、抓好民心”为落脚点，最

终确定“三旧”变“三新”民心工程实施项目。 如今，

楼栋墙体外立面色彩、 色调一致； 统一的楼道扶

手、空调外机支架、天井围栏、楼栋停车棚、晒衣架

等成了小区改建的一大亮点； 原本楼道内摇摇晃

晃的扶手加固加牢，居民们不用担心扶手打滑；阳

台漏水、结构加固等“隐蔽工程”也逐一完成，再不

怕刮风下雨。

改建有什么异议？ 居民参与全过程

在综合改建期间， 微网格先锋小组的党员徐

国光了解到居民对于楼栋外雨棚安装的位置有异

议。 他立刻前往现场查看，多方了解具体情况，赶

紧把这个情况与居民区党总支、施工队多次协商，

考虑居民的诉求，更换雨棚的位置。 最终确定雨棚

的合理位置，也满足了居民的要求。“不让问题扩

大、不让矛盾过夜。 ”徐国光告诉记者，“楼道小会

就是我们的工作法宝，居民参与，坐下来聊聊，再

大的事情也是可以解决的。 ”小区晾衣架下设置了

踩踏石块， 既保障了绿化环境， 又方便了居民晾

晒；小区沿街出入口做了适当改造，保证车辆出行

不费胎；小区飞线充电的现象没有了，本着能装尽

装原则，几乎每栋楼都有停车棚，有序停车不再是

梦想。

在 10 个月的改建过程中，这样的案例不胜枚

举，从党总支到微网格先锋小组，以党建引领，

合理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发动社区居民共

同摸索探究，有效保障了居民的权益，在解决问

题中确保了小区和谐稳定。“居民参与改建工

程，这不仅是社区治理的需要，更是让居民感受

到他是小区的主人翁， 这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实践与落地。 ”张海燕告诉记者。

改建效果如何保障？“三驾马车”齐出动

随着当前电瓶车的日益增多，小区原有的电

瓶车停车棚已无法满足居民的非机动车停车、充

电需求，不仅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还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居委会、业委会

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联合出动，在晚上 10 点

多实地勘察小区充电桩，对小区非机动车充电情

况进行整体排摸，详细记录电瓶车在各个区域的

情况。 经过现场查看、测量和规划，专题讨论协

商，最终制定了充电桩建设方案，在小区两个室

内车棚新增充电桩及多处楼栋附近安装室外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 有效缓解居民电动车充电难

题。 目前，整个小区有 170 个充电接口、近 300 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基本满足了居民们的停车需

求，也打造了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 这不仅杜绝

了私拉乱接电线的行为， 还提高了充电效率，减

少了火灾隐患。

长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老旧小区“三旧”

变“三新”民心工程，是要让老百姓得实惠，把人民

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并希望以此撬动社区治理大

变化，切实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多元共治的社

区治理新格局。

注重“面子” 不忘“里子”

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老百姓说了算

走在长桥街道龙川路上，你会发现东侧的长桥新村面貌焕然一新。 灰白相间的小区喷砂外墙和楼栋墙面

统一协调，规范有序的非机动车停车棚，新设置的休闲区域等，极大提升了居民区的“颜值”与“气质”。 这些变

化得益于此次长桥新村“三旧”变“三新”民心工程的推进，解决了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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