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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民生直通车·关注老旧小区改造◆

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后续
工作中会有什么安排吗？

答：安居乐业是百姓最朴素的
幸福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区
里的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可能会老化，需要更新改造；而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对自
己居住的房子、小区会产生很多新
的需求，比如隔音、智能、绿色、
无障碍等，都需要进行改造提升。

没有改造过的小区，以后可能会产
生改造需求；即使是已经改造过的
小区，以后也可能产生新的改造需
求。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
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下一步，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牢牢抓住“安居”这个人民群众幸
福的基点，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经

验，以努力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房
子为基础，抓好房屋体检、房屋保
险、房屋养老金 3 项制度试点，持
续推进老房子、老小区、老社区、
老城区更新改造，系统推进好房
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
好”建设，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心、更美好。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既是民生工作，也是发展工作
——访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部门负责人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
民生工程，既有对建筑本体性能的改造，也有
对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软硬件的提升，覆盖
面广、涉及居民生活方方面面。居民对小区

有改造意愿应该如何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
标准有哪些？资金从何而来？就百姓关切的
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刘
李峰回答了记者提问。

小区“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后怎么管”，
都由大家商量着定

问：什么样的小区可以被列入
老旧小区改造范畴？近年来我国在
老旧小区改造上有哪些进展？

答：这几年改造的城镇老旧小
区，是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
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设施和服务
短板明显、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
宅小区，包括单栋住宅楼。中央支持
改造的重点是，2000 年底前建成需
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

党的十九大以来，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推进总体顺利，解决了一大

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2019 年以
来，全国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 22 万个，惠及居民 3800 多万户、
超过 1 亿人；在改造中，加装电梯
10．8 万部，更新改造水气热等各类
老旧管线29．6万公里，改造增设停
车位325万个、加装电动汽车充电桩
10．4万个，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服
务场所 6．8 万个，完成投资约 9000
亿元。

各地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中，聚焦为民、便民、安民，着力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社区党组织
领导下，统筹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
业等，搭建居民沟通议事平台，小区

“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后怎么
管”，都由大家商量着定，从而能够
积极回应老百姓关切。

通过扎实推进“楼道革命”“环
境革命”“管理革命”，不仅提升了城
市老小区、老社区的居住环境、安全
水平、设施条件、服务功能，还改善
了邻里关系。

找准老旧小区短板，
改造“硬设施”和提升“软服务”并重

问：老旧小区改造标准有哪些？
居民有改造需求如何申请？

答：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
求改造“硬设施”和提升“软服务”并
重，把安全发展的理念贯穿全过程、
各环节。

在具体实施中，各地坚持问题
导向，先对小区进行全面体检，依据
体检结果和居民意愿，找准老旧小
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设施、服务短
板，哪不行改哪、缺什么补什么，一
小区一对策，确定改造内容、改造方
案和建设标准，其中，更新改造老化
和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供排水、供
热等管道设施，配套建设“一老一
小”等公共服务设施，北方采暖地区
建筑节能改造等属于优先改造、应

改尽改的内容。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特别强调

要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每年的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和项目，都是自
下而上生成的。如果所居住小区符
合改造对象范围，居民又有改造意
愿，可向属地街道、社区或当地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提交申请，由属地政
府统筹纳入年度改造计划，由街道、
社区组织汇总居民改造意愿，共同
商议确定改造方案。

问：改造资金从何而来？
答：老旧小区点多面广，改造需

求多，资金缺口大，需要多渠道筹集
改造资金。资金主要来自3个方面：

一是政府支持。自2019年起，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中央逐年安排补助资金，
共下达 4000 多亿元。地方政府通
过安排财政预算、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一般债券等落实财政支出
责任。

二是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各地
积极盘活存量房屋、土地资源，吸引
经营主体投资，配建居民最需要的
停车、充电、养老、托育、助餐、便利
店等各类设施，经营主体通过便民
设施运营等逐步收回投资。

三是动员居民出资。按照谁受
益、谁出资原则，积极推动居民落实
产权人出资责任，具体通过直接出
资、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捐资捐
物、投工投劳等方式支持改造。

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
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