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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整洁的方砖路面，有序停放

的 小 区 车 辆 ，大 红 灯 笼 高 挂 在 树 上

……走进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苍霞街

道苍霞新城社区嘉和苑小区，舒适、惬

意是给人的第一印象。“现在变化实在

是 太 大 了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露

露说。

历时两年，如今苍霞新城以全新

面貌呈现在市民面前，还成为著名历

史文化街区上下杭的延伸部分。变化

因 何 而 来 ？ 记 者 近 日 进 行 了 实 地

探访。

环境整治——

百姓居住更舒适

2000 年建成的苍霞新城，原本是

福州市首批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社区，

由嘉和苑等 5 个小区组成，共有居民

3153 户。20 多年过去，苍霞新城已成

为老旧小区。2012 年，原来的物业公

司由于种种原因撤走。一时间，小区

管理陷入困境：大门无人守、垃圾无人

运、电梯无人修……

最令王露露头疼的，还是小区内

没有实现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老化、腐

烂严重。每到下雨天，准会接到沿街

店面居民的投诉电话，“书记啊！污水

又把我家的果箱冲走了！”

和居民一起抽污水、疏通管道、修

补漏水，曾是王露露的工作常态。“经

常带着施工队一个挨着一个小区跑。

有 时 候 刨 开 管 道 ，地 下 的 泥 都 是 黑

的。”然而，每次抽完也只能维持一段

时间——雨污分流改造迫在眉睫。

2019 年 ，经 过 提 前 摸 底 、系 统 规

划，台江区政府印发了《台江区老旧住

宅 小 区 整 治 提 升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明确按照“先民生后提升、先地下

后地上、先功能后景观”的原则，将改

造内容按照菜单式分为硬件和软件两

大部分，并细化为必选项和自选项共

计 34 项，分阶段完成老旧住宅小区改

造。其中第一步就是完善配套基础设

施，重点解决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问

题，实施疏通改造小区雨污水管网等

工程。

随后，由区房管局牵头的雨污管

网改造工程全面铺开。 2020 年，9 条

市政道路、22 条区级道路在台江区被

围挡，原先的混凝土雨污管网全部被

替 换 为 耐 腐 蚀 的 高 密 度 纤 维 树 脂 管

道 。 与 此 同 时 ，规 整 弱 电 管 线 ，居 民

头顶的“蜘蛛网”不见了；“一户一表”

改造，小区居民喝上放心水……通过

完 善 环 卫 设 施 ，整 修 破 损 路 面 ，协 调

拆 除 违 建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等 举 措 ，台

江区 39 个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焕然

一新。

智能配备——

宜居社区更方便

嘉和苑小区内一座居民楼空置的

底层，被粉刷一新，整齐停放着一辆辆

电动车。“智能电动车停车库”几个大

字在门口清晰呈现。

上午 11 点，居民陈桂芬径直把车

骑进了智能电动车停车库。停车、扫

码、充电，整个过程不到 5 分钟。“以前

找个车位就要 20 多分钟，还不一定能

找到，回来稍晚一点就没位置了。”陈

桂芬说。

以前，一个月 50 元停车费，晚上 12
点就断电，电动车老是充不满……过去

如此不便的停车管理模式，让一些居民

只能从家里拉一个长长的插线板悬空

下来充电，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停放、充电难

题，当地努力寻找破解方法。2020 年

11 月，嘉和苑小区实施居民楼空置底

层改造利用工程，针对小区 7 个居民楼

空置底层的使用情况发放问卷，让 771
户居民投票决定不同居民楼空置底层

的功能定位。智能充电停车库、老年

活 动 中 心 等 高 票 当 选 为 优 先 改 造

项目。

紧接着，清理杂物、平面规整、引

进 第 三 方 科 技 公 司 …… 改 造 如 火 如

荼。今年元旦前，一间崭新的智能充

电停车场落成，固定式车位、实名制充

电、自动化断电，用电安全隐患被消灭

在萌芽中。

离停车场不远，一个个沿街店面

刚刚完成改造，古色古香的标牌、统一

设计的石板阶，与毗邻的上下杭历史

文化街区相得益彰。“与历史融合，与

人文相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台江

区鼓励不同小区根据自身特点，合理

利用资源优势。在苍霞街道，沿街店

面一体设计、一体施工，“最大限度让

古厝文化成为苍霞的一大特色。”苍霞

街道办事处主任吴京说。

共建共享——

治理机制更长效

一 块 由 家 园 事 务 服 务 中 心 设 置

的“党建联盟超市”牌子，一米见方，

悬 挂 在 居 民 楼 门 口 。 上 面 有 一 个 二

维码，掏出手机扫一扫，小区警察、社

区 管 家 、律 师 、医 生 的 联 系 方 式 便 在

掌 上 呈 现 。 一 键 呼 叫 、快 速 接 单 ，这

让有多年高血压病史、元旦以来两次

被 及 时 送 医 的 王 大 爷 倍 感 舒 心 ，“多

亏了社区管家！”

在嘉和苑小区，这样的牌子有十

来块。在 7 号楼空置的底层，一块“楼

栋长”的牌子上，楼栋长万忠卫和 7 名

党员的住所单元号、联系方式也都一

一在列。

万忠卫总随手拿个本子，本子上

记录了去年 11 月以来 7 号楼居民反映

的各种问题与建议。“每月要去开议事

会，会上发言全靠它。”万忠卫指了指

手里的笔记本说。本子上，一边是居

民反映的问题，另一边是万忠卫用不

同颜色的笔做的标记：这条下次开会

要重点反映，这点要再去督促一下。

万忠卫所说的开会，便是台江区

苍霞街道家园事务服务中心每月举办

的议事会。2014 年，台江区在全区探

索推行民间非营利组织——家园事务

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模式，由

社区工作人员、热心居民、职业经理人

等共同组成，将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进

行整合，统一管理。

“楼栋长制度与社区家园事务服

务中心是苍霞新城社区长效治理机制

的两种模式。”苍霞新城社区家园事务

服务中心主任方兰凤说，“得益于两种

机制的配合，苍霞社区搭建起了社情

民意上传下达的通道，居民有什么问

题都能及时汇总、及时解决。”

据介绍，台江区各家园事务服务

中心已接手老旧住宅物业小区 23 个，

涉及居民超 1 万户。环境舒适、智能配

备、共建共享，苍霞新城 5 个老旧小区

统 统 变 了 样 。 与 此 同 时 ，台 江 区 在

2020 年累计完成全区 10 个街道、39 个

老旧小区的改造，涉及居民 1.55 万户，

总面积超过 122 万平方米。

福州市台江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设施更完善 住得更舒坦
本报记者 刘晓宇 王崟欣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③R
核心阅读

近年来，福州市台
江区不断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实现雨污分流、整
修破损路面、拆除违章
建筑，让居住环境焕然
一新；建设智能电动车
停车库，满足居民生活
需求；鼓励多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让服务更贴
心、居民更舒心。

多方发力、久久为
功，一定可以织密农村
道路交通保障网，为老
乡出行铺就安全路

■民生观R

近日，吉林省启动了严防

公路违法超员和违法载人“百

日行动”，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严禁违法超员、违法载人车

辆出村上路。笔者对此十分赞

同。农忙时节，交通安全应该

格外重视。

近 年 来 ，每 次 下 乡 采 访 ，

总不禁感叹乡村更美了，农民

更富了，不少老乡都有了小轿

车。交通工具升级了，交通安

全 管 理 这 根 弦 儿 更 要 绷 紧 。

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在硬件和

软 件 上 建 设 适 合 农 村 的 交 通

安全设施，并让交通安全意识

和知识深入村屯，值得思考和

探索。

让人欣喜的是，笔者采访中

发现，许多好办法都在起作用。

比如，在长春九台区清水村，这里有一半

多的人家有轿车。问村民，车这么多，怎

么保证守规矩、保安全？村民说：我们村

建设文明家庭，每样表现都评星，挂在家

门口。交通安全，大家有这个意识，不遵

守规矩那是要影响评星的啊！这就是一

种挺好的尝试。

在 各 地 制 定 的 农 村 道

路管理条例中，笔者也看到

不少有针对性的办法：配备

专职交通安全员；行政村要

建立交通劝导站，聘用交通

安全协管员；健全充实乡镇

交警中队；完善农村道路隐

患排查机制等。

管理措施要细化，安全

宣 传 也 要 跟 上 。 就 形 式 而

言 ，要 多 样 化 、接 地 气 。 比

如，鼓励交警们走屯入村，重

点突出“一老一小”群体，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讲

解违规乘坐农用三轮车、骑

乘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讲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出行安全常识。同时，不妨

再结合当地近年来典型交通

违法案例，分析易肇事肇祸

的重点违法行为，让村民们

听得进去、记得牢靠。

短信、直播、短视频，也都

可以用起来。遇到年节，人们

出行更加频繁，此时不妨利用

各种信息平台，传递安全提

示。提示内容要针对乡亲们

日常的生活场景，落实落细。

比如，出门串亲戚、赶集市，参

加民俗活动，就要劝导大伙千万不要搭

乘货车、拖拉机出行；驾车出行，一定不

要饮酒；使用电动车、摩托车，务必要佩

戴好安全头盔……

相信多方发力、久久为功，一定可

以织密农村道路交通保障网，为老乡

出行铺就安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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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4 月 12 日电 （记者邵

玉姿）为规范引导“互联网+护理服务”健

康发展，进一步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近

日，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

印发方案，明确提出今年河北将开展“互

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每个设区市

至少确定 1 家医疗机构进行试点，并从确

保医疗质量安全、落实服务对象双评估、

强化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管理、明确各

方权责利等 10 方面，对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要求。

方案强调“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提

供主体为实体医疗机构。信息平台必须

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不得独立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明确河北省“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出院后仍需提供

医疗护理的患者、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

复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人群。

河北规范“互联网+护理服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