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

区，沿草厂四条胡同步行察看街巷

风貌，并走进两个居民院落，了解

老城区改造后居民住房条件改善

情况。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十分关

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让

大家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

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让大家

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东城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聚

焦群众居住品质提升，推出保护性

修缮、恢复性修建等政策，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昔日拥挤不堪的老

胡同如今变了样，“天棚鱼缸石榴

树”的四合院景致渐渐回归，雨儿

胡同、草厂四条等 9 条胡同获评北

京“最美街巷”。“胡同里的京味儿

留住了，日常生活也更加便利，日

子越过越幸福！”住在草厂四条胡

同 26 号的丁淑凤笑着说。

补齐设施短板——

梳理管网雨污分流
改造厕所方便卫生

草厂四条胡同 40 号院是朱茂

锦老人的家。3 年前，总书记在这

里 同 朱 茂 锦 一 家 人 包 饺 子 、炸 饹

馇、聊家常，其乐融融。

75 岁的朱茂锦从小生活在胡

同 里 ，对 这 一 片 胡 同 再 熟 悉 不 过

了。草厂地区从西至东整齐排列着

10 条胡同，是北京保存最好的老胡

同片区之一。然而，随着城市快速

发展，老城区管理日显滞后，胡同小

巷一度变成“脏乱差”的代名词。

为进一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东城区政府启动了新一轮整治工

作。承担草厂地区老城保护复兴

项目的负责人说：“老城改造基础

是‘地下’，地下基础设施如果没有

得到改造，光给地面上的建筑刷刷

墙、抹抹灰，无法改变老城居民的

生活条件。”可是施工人员挖开路

面发现，弱电、强电、雨水管、污水

管、燃气管……乱七八糟的管线让

人看花了眼，必须重新梳理管网，

推行雨污分流。

草厂地区胡同多数狭窄曲折，

宽度在 1.5 米至 4.5 米之间。由于

胡同狭窄，运输车辆无法进入，工

人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运进胡

同。如今，草厂地区电力电信路灯

架 空 线 入 地 ，电 信 管 道 、给 水 、排

水、雨水、燃气等管线完成改造，道

路铺装等市政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值得一说的还有胡同里的“厕

所革命”。“以前厕所味儿大。现在

厕所内不仅安装了排风、空调和供

暖系统，还有专人打扫，异味大大

减少了。而且还有带扶手的坐便、

蹲 便 ，方 便 老 年 人 的 设 施 越 来 越

多，大伙儿都点赞。”朱茂锦竖起大

拇指说。

如今走在胡同中，地面用老石

头、新花岗岩等材料重新铺整，更

加适合老年人行走。路旁也换上

了老北京样式的木质灯杆路灯，最

大限度地还原了胡同的历史风貌。

“架空线入地”让天空亮起来，

“胡同不停车”让生活静下来，“厕

所革命”让环境美起来……如今小

巷 胡 同 里 的 居 民 生 活 品 质 不 断

提高。

改善生活条件——

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引入现代物业服务

“既要面子，也要里子，那才是

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朱茂锦告诉

记者，街区更新过程中，家里也在

发生着变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

做饭和取暖，全都改成了用电，现

代化程度提高不少。”

朱茂锦回忆，做饭和取暖最早

烧 的 是 煤 块 ，之 后 发 展 为 烧 煤 球

和蜂窝煤，直到 2008 年实行“煤改

气”，家里才开始用上壁挂炉烧天

然 气 。 可 烧 天 然 气 会 有 明 火 ，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为了改善群众

生 活 ，东 城 区 在 草 厂 地 区 打 造 了

电 能 替 代 示 范 区 ，居 民 们 家 里 都

进 行 了 清 一 色 的“ 电 采 暖 ”和“ 全

电厨房”改造，解决了老旧平房安

全隐患突出的问题。“我们为每家

每 户‘ 量 身 定 制 ’改 造 方 案 ，确 保

居民用得舒心。”原北京城区供电

公司崇文供电服务中心社区经理

李春红介绍。

“两个灶眼每个最高 5000 瓦功

率，火大，够旺！”家住在草厂七条

胡同的李洪盛大爷，做得一手地道

的北京小吃，对全电厨房更是赞不

绝 口 。“ 驴 打 滚 、糖 卷 果 、炸 饹 馇

……和了十几斤面，炸了一盆又一

盆，街坊邻居都爱吃我做的小吃。”

李洪盛说，炒糖、油炸对火候要求

很讲究，他本来还有点担心全电厨

房火候不够，没想到电灶台这么好

使，一边炸一边炒糖完全没问题。

“现在，我每天都在想着再做出点

啥好吃的来。”李洪盛说，即使每天

都 生 火 做 饭 ，家 里 的 厨 房 依 然 很

干净。

朱茂锦也对全电厨房赞不绝

口：“灶台、电暖气等大功率电器每

样都单独连着一个漏电保护开关，

用起来安全。灶具和供暖设备用

电还享受补贴政策，费用也不高。”

不仅在草厂地区，东城区还联

合电力部门在辖区完成 12.37 万户

居民的“煤改电”改造任务，让平房

居民用上清洁能源。

“现在我们的生活焕然一新，

老胡同真的迎来了新生活。”每次

谈 及 生 活 变 化 ，丁 淑 凤 都 高 兴 不

已。改造后，草厂地区还有了平房

区物业，治安巡逻、绿化养护、停车

管理，曾经脏乱的垃圾桶不见了，

分类后的垃圾也有专车上门回收，

胡同清扫、吸尘、洒水则由 4 辆小型

保洁机械完成……胡同居民也享

受到现代化小区的服务。“变化太

大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在采访

中，许多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感慨，

言谈间眼角眉梢都是笑意，洋溢着

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提升环境质量——

一院一策分步推进
美丽院落古朴宜居

随着保护更新的深入，东城区

街巷整治从面到里深化，由街巷向

院落延伸拓展。

“我打小就住在这个院子。现

在院子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大家

不在屋里闷着了，都乐意在院子里

走走，闲话家常，关系亲近不少。”

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厂头条 3 号院居

民范军说。

前 门 街 道 草 厂 头 条 3 号 院 是

2020 年东城区“美丽院落”试点之

一。从 2020 年开始，东城区各街道

动员民意立项，选取试点平房区院

落进行“微整治”，按照一院一策、分

步推进的原则，打造一批风貌古朴、

环境宜居的“美丽院落”。在不影响

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重点解决影响

院内生活、出入、环境、秩序等问题。

改造前，规划师、设计师和专

家在勘查中发现，草厂头条 3 号院

采用了传统建筑的门廊结构，入口

走廊处使用了完整的“堆灰掸浆”

老工艺。如此精细的工艺非常具

有保护价值。因此，设计师在改造

的时候，保留并沿袭了“堆灰掸浆”

老工艺。房屋外立面修缮延续使

用青砖青瓦，入户院门由红色改为

古香古色的原木色，使院落整体更

符合传统建筑风格。

打造“美丽院落”不搞一刀切，

改造方案根据院落本身情况、居民

意见来确定。在草厂头条 3 号院，

设计师团队一遍遍调研和征求居

民意见，初步拿出方案：增设公用

储藏柜，便于居民储存零碎生活用

品；优化院内绿植摆放位置，打造

宜人的绿化景观；修建公共水池、

座 椅 和 晾 衣 架 ，改 善 居 民 房 屋 采

光、保温和院内照明……两间闲置

房屋被改造装修为老年活动室，老

人可以在这里参与读书、绘画、唱

歌、打牌等多种文化娱乐活动。

如今，穿过雅致的门廊，绕过

古 朴 的 影 壁 ，只 见 院 子 里 地 面 平

整、空间豁亮，院内被居民打扫得

干净整洁。院中央的杨树苍劲高

耸，居民悠闲地晒着太阳、话着家

常，曾经四合院里的风貌又展现在

眼前。“通过一院一策的‘微治理’

方式，老院子延续了文脉，留住了

乡愁。”范军说，大伙儿设立了小院

公约并签约上墙，希望通过共治共

享 ，让 美 丽 小 院 长 长 久 久 地 美

下去。

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草厂头条 3
号 院 。 2020 年 ，东 城 区 首 批 44 个

“美丽院落”精彩亮相，让 502 户居

民住上了风貌古朴、环境宜居的美

丽院落。2021 年又完成 50 个院落

改造，预计到 2022 年底，东城区将

累计改造百余个“美丽院落”，惠及

千余户居民。

北京东城区推进老城区改造 ——

老胡同迎来新生活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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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⑥R

核心阅读

近年来，北京市
东城区多措并举，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梳
理地下管网、推行雨
污分流、推进“厕所革
命”，实现基础设施全
面升级；开展“电采
暖”和“全电厨房”改
造，引入平房区物业，
让 居 民 用 上 清 洁 能
源，生活更加舒适便
利；按照一院一策原
则推进“美丽院落”建
设，在保留院落古朴
风貌的同时，提升群
众生活品质。

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浮山

后四小区内，工人师傅正在沟槽内

进行雨污水管线施工。作为青岛

市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浮

山后四小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

于建成时间较早，基础设施陈旧老

化逐年加重，改造迫在眉睫。

“我们通过前期调研，计划按照

基础、完善、提升三类进行改造，从

道路、绿化、管线规整（入地）、停车

场建设、智慧社区设施等改造项目

入手，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市北区

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徐明秋介绍，今

年将重点实施 12 个街道的 53 处老

旧住宅小区的改造任务，涉及居民

楼 259 栋，建筑面积约 110 万平方

米，将惠及 14700多户居民。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

民心，一头连着发展，对于扩内需、

惠 民 生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意 义 重

大。对此，青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超前谋划，提前布局。

“今年全市计划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318 个，同比增加 47%。去年 4
月，我们就启动了今年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青岛

市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丁

树更说，同时积极协调市发展改革

委在项目立项方面予以支持，督促

各区（市）提前征求居民意见，编制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初步设计方案和预算，推进项目

立项、招投标等前期工作。

到 2021 年 12 月底，共有 273 个

小区完成了居民意愿征求、216 个

小区完成了初步方案制定、50 个小

区 完 成 了 立 项 、42 个 小 区 完 成 招

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与市财政

局、发展改革委，已累计帮助各区

（市）筹措改造资金约 14.9 亿元，先

行下达资金，充分满足项目开工建

设需要，为项目早启动、早开工赢

得先机。

针对 318 个小区的年度攻坚任

务，青岛市建立了项目台账，逐个区

（市）落实责任、逐个小区倒排工期、

逐个节点落实时限，责任分工到人。

优 化 审 批 流 程 ，创 新 工 作 方

式 ，推 动 民 心 工 程 加 快 开 工 落

地。丁树更说，如今，青岛市改造

项 目 可 由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发 展 改

革 、财 政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园 林

和 林 业 等 部 门 进 行 联 合 审 查 ，一

次 性 确 认 盖 章 ，可 压 缩 审 批 时 间

约 15 天。

招标管理也全面改革：取消招

标事前备案审核，招标和前期手续

可并联推进，创新实施告知承诺、

评定分离、合并招标等举措。李沧

区 6 个老旧小区的设计招标，通过

合并招标节约了 30 天的时间。

丁树更介绍，为提速增效，减

少重复性工作，青岛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组织各区（市）按照就近原则

将 318 个小区捆绑打包成 120 个项

目，前期工作量压缩一半以上。

截至 4 月底，青岛市已开工改

造 283 个小区，开工率 89%，同比增

加 78%；完成投资 7 亿元，同比增加

475%。开工小区数、完成投资数均

位居全省第一。

优化审批流程，创新工作方式，青岛——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开工落地
本报记者 王 沛

本版责编：商 旸 徐 阳 周春媚

前段时间，安徽宿州市泗县种

植大户孙孙新承包的土地上，一片

繁忙。定位测量、打孔埋桩，组装棚

架、焊接加固，65 名工人正在紧张赶

工。“按照这个进度，按期投入使用

应该问题不大。”望着眼前逐渐成形

的 50 个大棚，孙孙开心地笑了。

搭建平台，提升办
事效率

去年，双孢菇的市场行情还算

不错，孙孙家 100 个大棚的年产值

达到 3500 万元。这也让他有了想

法：扩大种植规模。

承包下 72 亩新土地，又请来工

人平整。眼瞅着要建棚了，孙孙却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仔细一合计，

发现手头钱不够，150 万元的‘窟窿’

咋填呀？”为了筹齐资金，孙孙没少

想办法：“没有能够抵押的房产，也

不好找人担保，想贷款也不好贷。”

此时，邮储银行泗县支行的工

作人员上门了。“这次多亏‘邮担云

通’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今后贷款再

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担保措施了。”

孙孙口中的“邮担云通”是邮储

银行安徽省分行与安徽省农业信贷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全

流程线上合作平台，于去年 12 月正

式启动。“农担公司与银行开展授信

流程，同时双方实现相关数据的线

上交互，免除材料线下传递，办事效

率得到大幅提升。”泗县支行客户经

理邢乐乐介绍。

“扫码填写，提交审核，不到一

周，贷款就到位，甭提多方便了。”孙

孙说，之前办贷款，要准备各种材

料，手续繁琐，流程还走得慢。“邮担

云通”不仅得到孙孙的认可，数据显

示，自开通以来，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已通过该平台，向

1697 户涉农主体提供 8.24 亿元小额信贷支持。

创新产品，护航特色产业

打扫卫生、检修机器、添置新机、购买包装……这阵子，

六安市裕安区小叶瓜片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运峰很是忙

碌。“干劲这么大，还不是因为心中底气足。”蔡运峰说。

蔡运峰的底气从哪儿来？原来，去年 9 月，他向邮储银

行六安市分行提交贷款申请，成功获批 30 万元“春茶贷”。

“不仅包装采购资金有了，这下，添置新机器的钱也不用愁。”

近年来，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各级机构积极发挥扎根

乡村的优势，围绕地方特色产业，按照“一县一业、一业一

品”思路创新优化产品服务，开发出多个地方“首创”产品，

“春茶贷”就是其中一种。

2021 年 2 月，结合该市茶产业链中各环节经营主体的

资金需求，邮储银行六安市分行推出“春茶贷”业务。据六

安市分行产品经理刘彩虹介绍，该业务申请后立马有额度；

随时能借，随时可以还。

起初，蔡运峰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后来，在朋友

的推荐下，他提交了贷款申请。“这才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又快又方便，关键利率优惠，能少不少利息呢！”蔡运峰说。

尝到“春茶贷”的甜头，去年年底，蔡运峰向邮储银行六安

市分行提出将已有的 30 万元额度提升到 60 万元。“等审批通

过后，新茶收购又有了保障。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专员进村，满足农户需求

去年 9 月 3 日，正值金秋时节，黄山市黄山区三口镇巷

联村的稻田里一片金黄。这天早上，良富家庭农场负责人

魏良富正要出门干活，接到村干部来电。

“邮储银行的市场专员要来走访，看看我家有没有相关

需求。”魏良富回忆，他提出想申请贷款，并希望能拓宽产品

的销售渠道。走访几天后，市场专员孙强又来了，还带来了

他们的信贷客户经理。

受理贷款、搜集资料，调查核实、签约发放，孙强和客户

经理前前后后上门两三趟。当月 27 日，魏良富就支用了首

笔 30 万元贷款。“除了提供贷款，他们还联系上黄山邮政分

公司。去年一年，帮我销售了 50 余万元农产品，在邮寄费

用上也给予我很多优惠。”魏良富的言语间充满感激。

2021 年 8 月，邮储银行黄山市分行联合黄山邮政分公

司，建立“市场专员+惠农专班”一体化进村服务机制，首批

选取了 31 个乡镇作为试点区域，后扩至 40 个，并优选 45 名

以支局（行）长为主的市场专员。

“我们每周至少用两个半天去各个村走访，了解农户的需

求。”孙强介绍，惠农专班根据他们整理出的需求清单，制定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协调邮储各专业板块对口开发跟进。截

至 2021 年底，全市市场专员组织开展各类下乡宣传活动 105
场，授信 1029 户，发放贷款近 3.2 亿元，有效带动多家农民合

作社、2000多名合作社成员、周边地区近 10万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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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广 西 壮

族自治区合浦县大力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建成多个万亩水产养

殖基地，增加就业岗

位，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图为合浦县沙岗

镇三东村养殖基地。

林启波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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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5 月 11 日电 （记者叶传增）5 月 11 日，国家

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公布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收

支情况。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消

费支出持续恢复。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 3651 元，较上年

增长 7.0%。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045 元，比上年增加 250
元，增长 8.9%。

收入方面，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比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0.8 个

百分点。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收入来源结构看，在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四项收

入中，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500 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124 元，增长 9.0%；工资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最

大，达 51.8%。消费支出方面，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

民支出呈全面增长态势。随着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人均可

支配收入持续增长，脱贫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持续恢复。

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