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投诉建议
栏目得到线索，有百姓反映辽宁省营口市
站前区东福小区在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后，
自来水每天有十余个小时出现供水水压
特别小的情况。

记者来到东福小区，6号楼3单元5楼
的马女士告诉记者，老旧小区改造后，
2023年11月中下旬开始出现自来水水流

特别小的情况。“当时洗菜、洗脸用水都比
较费劲。”马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建于 1999 年的东福小
区，2023 年 5 月开始改造，10 月 25 日完
成。站前区住建局党组书记栾涛告诉记
者，接到百姓反映后，区住建局进行排查
发现，老旧小区改造不慎将自来水管道改
细了，去年 11 月下旬出现极端寒潮天气

后，与小区共用这条自来水管道的供热泵
水站加大用水保障供热，造成进入居民小
区的总水量减少、水压下降。

“我们与给水工程设计院合作对小区水管
进行设计，将原本负责整个小区用水的一根水
管增加为三条管线，并且让泵水站单独供水，
在今年1月15日彻底解决了问题。”栾涛说。

在东福小区居民王世会家，记者看到

水流已恢复正常。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

委书记王晖认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环节多，
工程繁琐，难免有衔接不到位等遗留问题。社
区工作人员要做到手勤嘴勤腿勤，对遗留问
题“回头看”，及时了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不断努力把小区改造得更加宜居。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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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难题咋破解？
来自老旧小区改造的调查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我国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供给，惠及上千万家庭。在部
署今年工作任务时，报告强调，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工程，更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当前，各地正在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其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如何把好事办好？新华社记者近日根据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投诉建议
栏目反映的投诉线索，赴陕西、北京、深圳、浙江、辽宁一线调研，并连线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充电桩该安装在小区哪个位置？

随着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使用量不断攀升，充电桩需求也大大增加。
有百姓反映，小区想安装充电桩，居民意见不一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记者日前来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明珠小区。明珠小区建于20世纪90
年代，有1686户居民。2023年5月，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安装充电桩被纳
入改造范围，但在充电桩设计选址等问题上，居民提出了不少意见。住户张建
军告诉记者：“小区多数人赞成新建充电桩，但大家对选址有疑虑，有的住户担
心充电桩离家太近，有辐射和火灾隐患，有的担心下雨充电桩车棚有噪音。”

汉中市汉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董振涛在现场告诉记者，针对居民疑
问，汉中路街道办事处和汉台区住建部门请来专业的充电桩安装公司负责设
计和施工，多次与群众代表、退休老干部、志愿者等座谈交流，多渠道收集意
见。“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建成了42个充电车棚，车棚选址避开一楼临窗
住户，在其他巷道合理布点，几乎覆盖明珠小区所有楼宇，住户们比较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针对这一难题指出，
在城市更新中，充电桩安装要保证居民便利，更要保证安全，是老旧小区改造
中的一个难点，需协调业委会、物业、人防、绿化、消防、安全监管等多方主体，
对充电桩“统建统管”十分必要。要摸清需求，落实政府相关方主体责任，鼓
励由社会运营商开展充电桩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改造、统一运营维护。

小区上下水管道老化后跑冒滴漏、堵塞返污时有发生，是老旧小区普遍
存在的问题。上下水管道改造要入户施工，一些居民日常生活会受影响。

记者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海特花园东区小区，该小区53号
楼、55号楼和56号楼等三栋住宅被列入2023年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上下水改造事项已进行摸底、动员和宣传，还未开工。

记者来到小区53号楼12单元3楼刘女士家中。“我在这里住了20年，上
下水管腐蚀严重，改造好是好，只是这地面墙面损坏了怎么办？”刘女士说。
住在同一单元1楼的王女士则表示，她同意做上下水改造，但自己年纪大、身
体不好，担心改造期间无法正常上厕所。

对于因施工破坏的墙面地面也会做好恢复。上下水改造得楼栋里同一
趟管道的居民都同意才能实施，社区必须做好前期政策沟通讲解。对于一两
户居民不同意施工使管线改造被搁置的情况，在小区改造期间，待后续条件
成熟后，可继续向社区申请改造。

针对这类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岚表示，老旧小区上
下水管网客观上存在当年的建设标准低、管材落后和老化等问题，需要择机
改造、综合提升。2023年全国各地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新改造水气热等各类
老化管线7.6万公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地下管网。各地在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地上地下的综合统筹，避免不同管线的分
头改造；要通过合理组织改造时序，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上下水改造影响正常生活怎么办？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23年各
地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 3.6 万部。
当前老旧小区居民对加装电梯的呼声越来
越高，但不少居民对电梯加装费用分摊等
问题存有疑问。

记者来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长江
花园小区，这个小区已加装7台电梯，有2
个单元在征集加梯意愿。

今年 67 岁的魏玉霞住在长江花园 A
栋4单元7楼，这个单元已加装电梯。她告
诉记者，自己用轮椅代步，加装电梯后能自
由出行了，特别高兴。住在A栋2单元7楼
的61岁居民李明则充满羡慕，他说自己患
有痛风，严重时走路不便，看到其他单元用
上电梯，希望自己单元的住户在电梯公司
选择和费用分摊问题上能达成一致，早日
加装电梯。

长江花园“加梯服务小组”负责人洪晓
枫介绍，目前已加装的7台电梯中，平均造

价约为每台60万元，其中4台已发放政府
补贴资金共140万元。记者在某单元《个户
分摊表本》上看到，1楼不出钱；2楼视使用
情况出钱；3楼到8楼分摊费用，最多的一户
为6.3452万元，最少的一户为0.9693万元。

龙城街道不久前为两个未加梯单元召
开了加梯协调会。对于协调会上业主代表
所反映的费用补偿、选择加梯公司等诉求，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房屋安全管理处三级
主任科员刘洋表示，问题已由相关部门“认
领”并在逐步解决中。

作为房地产资产评估专家，全国政协
委员聂竹青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
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等难题。
加装电梯要让有不同诉求的业主达成共
识，这考验做群众工作的耐心和能力。要
引导整个小区不同单元间的补偿和分摊标
准尽可能统一，避免各自为政，产生新的误
解和矛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无障
碍、适老化设施建设。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是老旧小区改造的目标之一，但不少居民
对适老化改造内容及其中居民主体性保障
等问题有不少疑问。

记者来到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庙东小
区，该小区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三分之一。2022 年 10 月，小区所在的庙
东社区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意见征询，
适老化改造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67岁的邓树钢在庙东小区住了36年，
一开始他并不赞成小区改造。“我们老年人
不喜欢折腾，担心改造期间噪音大、灰尘
多、开窗通风不便，适老化改造也不知道是
什么内容。”邓树钢说。

庙东社区党委书记谭振洁介绍，为了
解居民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入户走访，

并请专业公司进行方案设计，经过近一年
的意见征询和多次方案调整，小区1013户
居民中，超98％同意进行改造。改造工程
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始。

谭振洁说，居民投票通过的方案中，部
分楼梯改斜坡、适当位置加装扶手、孝心车
位与无障碍车位增设等改造点，均回应了
适老化改造需求。此外，社区对高龄独居
老人做个性化居家养老设施改造，利用闲
置用房打造康养综合体。记者看到，康养
综合体里为小区老人提供价廉物美的饭
菜，老人有做手工、做保健的场所。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主席王
丽萍表示，老旧小区往往是城市老年人口
较为集中的区域，应加强适老化改造，并通
过广泛协商和意见征求，让老年人参与适
老化改造全过程，便利老年人养老生活。

适老化改造项目怎么达成共识？

改造后自来水水流变小咋解决？

加装电梯怎么分摊建设维护费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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