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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民生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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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学校

同步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

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近日中央

出台的相关规定释放了重要信号。幼

升小、小升初的培训班还要不要上？

“摇号”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公民同招”“民办摇号”
能否缓解培训热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
是一个建设工程工
作，更多的是一个社
会治理、基层组织动
员工作，需要发动老
百姓共谋、共建、共
管、共评、共享。”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表示。

让城市管理
像绣花一样精细
□ 李洪兴

最近，一些城市存在的管理乱象，

引发社会关注。一些街道隔离桩违规

设置，行人屡屡受伤；一些“钉子”围挡

围而不建，影响居民出行；一些旧停车位

画线清理不及时不干净，车主被罚冤枉

钱……从城市主干道到背街小巷，种种

乱象给人带来不便，甚至造成安全隐患。

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迅速，面貌日

新月异。在城区面积和人口持续增加的

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的科

学化、精细化水平，成为一道现实课题。

“城，所以盛民也。”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作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

间的综合体，城市要实现生产空间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需要在细微处下功夫。比如，

隔离桩是城市道路中常见的辅助设施，

但如何设置、怎样分布、谁来维护，都考

验着管理精细度；又如，井盖是城市基

础设施的重要构成，但能否实现“多盖

合一”并进行智能定位与网格化管理？

可以说，城市越发展，越是大城市，越需

要讲精细、讲科学、讲智慧。

一座城市的建设、发展与治理水平，

关乎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抓城市工作，一

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

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

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

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一切从人的感

受和体验出发，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准，切实改善城市环境，才能让城市生活

更有温度、更加美好。菜市场该关停还

是规范，公交站牌疏一些还是密一点，城

市公园该建在哪里，斑马线上如何礼让

行人……这些看似细微琐碎的事项，无

不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管理，就应时时处处以百姓

之心为心，以百姓需要为出发点。下足

“绣花”功夫，在细节上追求尽善尽美，才

能让城市运行更有序、更安全，也才能让

城市空间更亮丽、更温馨。

城市是见证国家发展的重要地

标。1949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必

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

设城市”。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

进，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带

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注入

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也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

现现代化，尤其应抓好城市这个“火车

头”，既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又科学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政府、社会、市民

的共建、共治、共享中，不断开辟中国特

色城市发展道路。

“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

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

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

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城市

是有机生命体，是富有温度的公共空

间，是传承文明的“特殊的构造”。从点

滴处入手、由细微处着眼，更好优化城

市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管

理像绣花一样精细，我们的城市就能更

和谐、更宜居。

□ 朱 筱 周 颖 颜之宏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

环境差是老旧小区常见的“四老一

差”困局，不仅成为小区居民的一桩

“心事”，也是现代化城市及社区治

理的一大“心病”。

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厦门、广州等15个城市启动了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截至2019年

5月底，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

旧小区17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

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老旧小区

不应被遗忘，但改造工作面广量大，

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如何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考验城市治理水平。

改造因地制宜

位于江苏南京玄武区红山路的

十字街小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建

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约有1800户

居民。据小区居民徐开健介绍，刚

入住时小区整体环境尚佳，后由于

车辆增多、房屋老化、人员变化，小

区“脏、乱、差”等现象愈发严重。

2017年，该小区历时近半年，投

入3000余万元，完成了环境整治、房

屋整修、基础配套改造等40余项整

治内容。现在小区环境整洁，道路

宽敞，曾经的垃圾死角已不见踪

影。“居住环境变好后，大家也不好

意思再破坏。”徐开健说。

老旧小区情况各异，因民所需、

因地制宜成为改造“法宝”。2017

年，广东广州海珠区兰蕙园小区开

展老旧小区“微改造”。改造中，水

管老化、“三线”交织等几十项居民

反映强烈的意见被收集上来。“围绕

居民痛点，先干什么、提升什么，有

了路线图。”海珠区素社街道办事处

主任庄婷婷说，小区改造面积2万平

方米，涉及资金600万元，“每分钱都

争取用在‘刀刃’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

在此前的吹风会上介绍，目前老旧

小区改造内容主要分三大类：一是

保基本的配套设施，包括水、电、气、

路等；二是提升类的基础设施，包括

公共活动场地、配建停车场、物业用

房等；三是完善公共服务类的内容，

包括养老、抚幼、文化室等设施。

截至2018年底，全国试点城市

共改造老旧小区106个，惠及5.9万

户居民。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

城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方面进行

了大量探索，2018年全国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已完成1万多部。

力破“三大难题”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解到，老旧

小区改造的流程包括计划制定、资

金统筹、综合协调等环节。在这过

程中，居民意见统一、老旧设施更

新、资金筹集渠道等是多地面临的

共性问题。

——居民意见不统一时有发

生。“因历史遗留原因，老旧小区地

面及楼顶有较多违建，施工队拆除

时，常遭到居民反对。”南京市玄武

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物业管理科科

长潘永祥说，加装电梯更是如此，不

同楼层的业主诉求不同，很难达成

一致的意愿。

为深入了解民意，在整治前，玄

武区召开多场居民议事会征求意

见，在整治过程中，有关街道还会提

前公告设计方案和展示样品，并设

立咨询台、意见反馈箱等了解居民

需求，及时优化方案。

——改造牵涉单位多，协调难

度大。“三线”整治一直是改造中难

啃的“硬骨头”。“管线混乱是旧城普

遍现象，一般而言，迁改费用由各管

线单位分摊，但由于这些单位多为

垂直管理，协调难度大。”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环境建设管理

处处长赖永娴说，为此，广州出台

“三线”整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技

术规程，明确整治牵头模式、技术规

范及费用分摊方式。

——改造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全国的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还是以市、区两级财政

资金为主，社会和居民参与较少。

“根据城市发展规律，该项工作点多

且持续时间长，单纯依靠财政资金

压力较大。”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

办公室主任贺剑峰介绍。

为持续推进小区改造，广州等

地探索建立“以政府投资带动企业、

居民共同出资”的资金筹措机制。

对于水电气等基础配套设施，由财

政专项资金加以保障；对于提升类

项目，则鼓励居民通过自筹、房屋维

修基金等渠道筹集部分资金。

意在构建长效机制

小区环境改善后，居民更加追

求有序的社区秩序、融洽的邻里关

系。以老旧小区改造为载体，厦门

建立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物业

企业三方联动机制，进一步增强老

旧小区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

感和自豪感，将“生人社会”打造为

“熟人社区”。

多位基层人士认为，老旧小区普

遍存在居民收入不高、出资意愿低、

硬件条件先天不足等问题，改造后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任重道远，需要社

区、物业、小区等主体共同形成合力。

十字街小区成立业委会后，招

聘了南京苏宜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进行管理。该公司负责人陈海亚表

示，“进驻后，我们主动为居民服务，

尤其在改造期间做好保障工作，现

在物业费收缴率已经超过80%，停

车场的收费率达到100%。”

在广州，涉及改造的社区成立

“建设管理委员会”，搭建公众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平台，并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长者综合服务中心、母

婴室等便民设施场所建设相结合，

推动实施“微心愿”、社区学堂等互

助项目，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

极性。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一个建

设工程工作，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治

理、基层组织动员工作，需要发动老

百姓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黄艳表示，在这过程中，政府一定不

能大包大揽，而要加强政策支持，引

导发动居民积极参与。

□ 李嘉瑞

7 月 19日上午 9点，随着北京

市丰台区燕保·银地家园门前人脸

识别闸机正式启用，北京市级公租

房中首批启用人脸识别系统的13

个小区，已全部完成设备启用。到

今年10月底，还将有两批次共46个

市级公租房小区启用人脸识别系

统。届时，北京市已建成的59个市

级公租房小区将全部启用人脸识别

系统。

“刷脸”进小区仅需一秒钟

19 日，燕保·银地家园的居民

张雨散步归来，恰好赶上人脸识别系

统启用。张雨走到闸机前，人脸识别

摄像头拍下她的头像，经系统识别确

认为本小区住户后，闸机门打开放

行，整个过程仅约一秒钟。

“以前经常有外面的人进来，贴

小广告的、推销商品的、做房产中介

的，小区里的人太多太杂。”张雨说，

希望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把小区还给

居民。

北京市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燕

保·银地家园项目管理处工作人员

尹娜介绍，公租房承租人入住小区

时，已经采集了头像。在前几个月的

准备期内，承租人的家人也进行了头

像采集。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

心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时芝兵

介绍，除了小区的住户外，快递员、送

餐员等为小区居民长期固定服务的

人员，也被纳入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之

列。为了确认身份，每一个启用人脸

识别系统的公租房小区都与所在地

的快递公司、外卖公司联系确认，核

实每一位快递员和送餐员的身份后，

才予以登记。

为小区带来安全与宁静

据新华社消息，从去年底开始，

北京市级公租房的人脸识别系统已

经在丰台区阅园四区开始试运行。

试运行半年多来，小区居民已经开始

习惯“刷脸”进出小区。居民梁新维

说，有了人脸识别系统，小区里的人

少了、安静了。

梁新维说，最初一些居民不太习

惯“刷脸”进门，但仅过了不到两周，

绝大多数居民就已经习惯人脸识别

系统为小区带来的安全与宁静。

北京市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阅

园四区项目管理处主管尹邦昊介绍，

试运行大半年来，人脸识别系统拦

住了违规转租转借行为。以前，常有

附近的房产中介人员进出小区，也曾

出现过违规转租转借的情况。

“曾有一套每月租金 1900 多

元的房子，被一位承租人以每月

4500元的价格租了出去。”尹邦昊

说，这让很多仍在排队等待房源的市

民感到气愤，也破坏了公平正义。“现

在，房产中介人员进不来小区，违规

转租转借现象也得到了控制。”

除了防止转租转借，人脸识别还

能保障小区住户的安全。时芝兵介

绍，公租房小区里居住着很多老年

人，也曾出现过独居老人患病无人照

料的情况。人脸识别系统启用后，通

过后台设置，提示多日没有进出小区

人员的信息从而进行预警。

时芝兵说，今年 4 月，在阅园

四区，有一位 60 岁出头的老人连

续一周没有进出小区“刷脸”的记

录，工作人员担心他患病不能外出，

于是到家中探望。“老人的确患了

病，但并不太重，一周没有下楼。事

后，他特别感谢工作人员的关心。”

时芝兵说。

技术手段防止隐私泄露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

心信息中心主任单振宇介绍，目前全

市市级公租房小区59个项目中，已

经采集了13.3万名住户的信息。

采集了这么多的住户信息，如

何保证信息安全，如何保护住户隐

私呢？

单振宇说，系统采集的住户个人

信息、头像信息等，会保存在系统后

台。住户在小区闸机前“刷脸”时，仅

会显示其头像和姓名，不会显示住址

等更多信息。此外，中心也会通过技

术手段，防止住户信息泄露。

对于退租、搬走的住户，各小

区项目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会在

办完手续后，从系统内把个人信息

删除。

涉及上亿居民的老旧小区该怎么改

北京市级公租房启用“人脸识别”系统
到10月底，北京市已建成的59个市级公租房小区将全部启用人脸识别系统

社区居民学习垃圾分类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在一社区开展居民垃圾分类学习活动。社区居民在垃圾分类指导员的指导

下把自家的垃圾正确分类，并投放在相应类别的垃圾桶内，同时还通过接受现场指导、观看学习展板等方式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图为丰台区南苑街道的居民在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法。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等15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截至今年5月底，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17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