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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做的民生实事，件件都办

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周边随意停放车

辆 的 坑 洼 路 变 成 了 人 车 分 流 的 柏 油

路，溜达几分钟就能到漂亮干净的口

袋公园散心，小区里的路灯亮堂了，下

水道不堵了，过去乱种的小菜园不见

了，就连房屋也做了外墙保温，环境焕

然一新，住得舒服又惬意。”在辽宁省

沈阳市沈河区山东堡社区令闻北小区

居住了 30 多年的秦桂兰老人对改造后

小区环境非常满意。

扮 靓 城 市“ 面 子 ”，做 实 民 生“ 里

子”。近年来，沈阳市扎实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及背街小巷治

理等系统工程，着力补齐城建短板，切

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堵

点、痛点问题，不断提高城市品位，不

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改造老旧小区
居民共治共享

“以前这里是杂物堆砌，污水横流

的垃圾堆放处，现在建了休闲广场，添

置了健身器材，连木座椅也是为老年

人精心设计的，扶手上专门安装了放

水杯的凹槽，椅子前面还安装有扶手，

真是用心了。”在铁西区凌空街道六小

区，74 岁的居民宋红对新改造完成的

小广场赞不绝口。

“改哪里、改什么、怎么改，由老百

姓说了算。改造前，我们通过发放征

求意见表、召开业主委员会等形式，征

求群众改造意愿，将方案图、效果图在

小区内进行多轮公示。改造中，邀请

群众担任监督员，加强对项目改造过

程中的监督。”铁西区房产局工程科科

长于忠告诉记者。

一大早，和平区安检法小区 107 号

楼的居民王颖来到小区的车棚里，刷

了一下手机后，就取到了充满电的电

动车。“为了安全考虑，我们在车棚里

安装了 10 部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两套

自动烟感器装置。”小区业主委员会主

任杨湘霖告诉记者。

安检法小区建成于 2000 年，共有 5
栋楼 220 户居民，2006 年成为弃管小

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往日蜘蛛

网般的各种线缆管线入了地，道路平整

了，健身广场也种满了各种花草。小区

还成立了业委会，发挥联系居民、团结

业主、共治共享的管理功能。

沈阳城市化进程既早又广、旧房

多 ，以 2000 年 6 月 底 为 节 点 ，在 现 有

6588 个住宅区中，老旧小区达到 3547
个。“老旧小区普遍存在水、电、路、灯、

管网、消防等基础设施落后，停车场、

活动广场等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按

照‘先民生、后提升，先急需、后改善’

的改造原则，让老百姓参与进来，‘点

单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沈阳市房

产局局长崔雪东告诉记者。

在改造中，沈阳重点突出“一拆五

改三增加”，即拆除违建，实施线缆管

线入地改造、建筑屋面防水和节能改

造、各类地下管线改造、道路改造、绿

地改造，增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服

务用房、增加休闲座椅等“城市家具”

和城市书屋生活娱乐设施、增加消防

和监控等安全设施。

截至目前，沈阳市改造工作已累

计投入资金 58.34 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2025 个，惠及居民 124.4 万户。

修建口袋公园
遇见方寸之美

“原来，小区附近没有公园，孩子

没 地 方 玩 ，老 年 人 也 没 地 方 锻 炼 身

体。如今，5 分钟就能来到健身设施齐

全的小公园，孩子放学后，总闹着要来

这里玩一会儿。”家住金鹏花园的市民

冯岚说。

在沈河区碧岚口袋公园，孩子们正

在高兴地玩耍着。一年前，这里还是建

筑垃圾遍地，如今，各种游乐设施、慢跑

道、足球场、篮球场应有尽有。“在这里

不仅可以跑步打球，还可以体验攀岩、

爬索道、弹蹦床等各种好玩的项目，很

有意思。”吴宇哲小朋友玩得满头大汗。

“没想到在散步中还能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刘勤秋老人经常带着孩子

来家附近的口袋公园散步。600 多米

的新华路上，4 座充满历史气息的口袋

公园景色优美，这里有景墙、浮雕、互

动屏等景观设计，讲述着中华民族抗

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形成一条独

特的历史文化林荫路。

近年来，沈阳精准聚焦口袋公园

面积小、成本低、选址灵活等特点，通

过规划建绿、拆违补绿、见缝插绿、拆

墙透绿等方式，因地制宜实施微更新、

微改造，将城市“零碎地”变成“金角银

边”，以点带面活化城市空间，满足更

多市民“出门见园、开窗见绿”的美好

愿望。

“口袋公园建设坚持贴近民意，因

地 制 宜 ，针 对 在 百 姓 家 门 口 街 边 、街

角、街心和公园覆盖薄弱区设计，对口

袋公园面积不做硬性要求，同时将市

民 群 众 的 意 见 纳 入 规 划 设 计 当 中 。”

沈阳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彭光磊表示，

目前，沈阳已建成口袋公园 1000 余座。

改造背街小巷
提升文化品质

塔湾街 12 巷位于皇姑区西南部的

明廉街道，原来紧邻副食公司的屠宰

场，“这里之前道路坑洼，机动车道狭

窄，两侧缺少人行道，街道上空线缆密

布。由于毗邻塔湾农贸市场和塔湾兴

顺夜市，两侧停车混乱，临街商户更存

在圈地占地现象，路灯、下水管道等市

政设施破损缺失。”皇姑区城市管理局

某负责人表示。

“人车分离安全有序，电缆入地停

车规矩，路灯亮堂绿化美丽，政府用心

百姓受益。”塔湾街的王文红老人对背

街小巷的“微更新”赞不绝口。

2022 年，沈阳市城管执法局选择

群众呼声较高、有迫切提升需求的 200
条背街小巷，进行“微更新”改造提升，

通过“一拆五改五提升”工程，让背街

小巷全面升级。其中“一拆”指违法建

筑拆除；“五改”指道路路面、停车设

施、架空线缆、沿街建筑物外立面、户

外 广 告 及 牌 匾 的 改 造 或 整 改 ；“五 提

升”指老旧管网更新提升、慢行系统改

造提升、交通设施完善提升、景观绿化

品质提升、文化街区精品提升。

此外，在改造过程中，沈阳市还注

重设计、注重文化、注重节约，最大限

度地保留和挖掘背街小巷的内在文化

元素，以街景重构的方式，力争达到既

有“亲切感”、又有“焕新颜、添活力”的

效果。在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时，沈阳

紧盯工程质量，坚持高标准设计引领，

制 订《城 市 背 街 小 巷 更 新 设 计 导 则》

《沈阳市 2022 年背街小巷提升改造工

程指导手册》等规范，指导设计部门最

大限度保留和挖掘背街小巷的底蕴、

文化和活力，从历史沿革、红色基因、

适 老 化 等 方 面 因 地 制 宜 进 行 更 新 开

发。

沈阳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及背街小巷治理等系统工程——

扮靓城市“面子” 做实民生“里子”
本报记者 刘洪超

核心阅读

近年来，沈阳市扎
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口袋公园建设及背街小
巷治理等系统工程，着
力补齐城建短板。改造
过程中注重征求群众意
愿、解决群众关心的难
点堵点问题，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提升。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制

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

综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

人事争议办理是一项重要的社

会治理工作。

日前，人社部与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提出，将持续加强协商调解制度

机制和能力建设，努力通过调解

来化解劳动人事争议，节约仲裁

资源和诉讼成本。

《意见》出台后，劳动者面对

纠纷时有哪些新选择？新途径

有何优势？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我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可以通过协

商、调 解、仲 裁、诉 讼 的 方 式 解

决。此前，由于用人单位往往在

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劳动

者很难与其进行平等协商，不得

不通过仲裁甚至诉讼方式来解

决，由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意见》提出，要发挥各类

调解组织特色和优势，从而推动

劳动人事争议更多通过协商调

解方式化解。”人社部调解仲裁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说。

具体而言，当劳动者发生劳

动人事争议，可以通过用人单位

设立的负责人接待日、劳资恳谈

会等渠道向用人单位提出自己

的诉求，也可以向工会、企业代

表组织推动用人单位设立的劳

动者申诉渠道和争议协商平台

反映自己的协商要求。

协商不成的，劳动者可以向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在我国，劳动者发生劳动人事

争议，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基层

人民调解组织、乡镇（街道）调解组织、行业

性或区域性调解组织，以及《意见》明确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近年来，为更好解决外卖小哥、网约

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与平台企业发

生的争议，北京、辽宁、上海、浙江、广东、

贵州等地建立了一批新就业形态调解组

织，相关从业人员也可以向这些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说。

根据《意见》，劳动者申请协

商后，相关主体应为劳动和用人

单位提供咨询解答、释法说理、

劝解疏导、促成和解的服务。劳

动者也可以通过音视频调解等

线上调解方式，更加高效便捷解

决争议。

协商调解达成协议后如何

落实？

“根据《意见》，工会组织要

推动和解协议的履行，并明确经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

的和解协议，可以在仲裁程序中

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大大

增加了和解协议的效力。”人社部

调解仲裁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说。

针对调解达成一致的调解

协议履行问题，《意见》明确，达

成调解协议后向当事人发放履

行告知书，调解组织要引导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提起仲裁审查

申请或者司法确认申请。该负

责人表示，这一规定加大了调

解协议的履行力度，有力解决

了 实 践 中 调 解 协 议 履 行 难 问

题，巩固了调解成果。

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出台的《意

见》还有一大亮点，是聚焦劳动

人事争议纠纷产生于用人单位

不合规用工这一根源，强调要

加大源头治理。

《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用

人单位基层党组织、工会、中小

企业服务机制、律师等作用，引

导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加大

风险监测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化

解，从源头上减少劳动人事争议

的发生。

此外，人社部数据显示，十年来，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调解仲裁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以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主干，以规章政策

和地方性法规规章相配套的法律政策体

系逐步完善。仲裁终局裁决率由 2012 年

的 19.2%上升到 2021 年的 40.1%，快速维

护当事人权益；仲裁结案率由 2012 年的

83.9%上升到 2021 年的 97.0%。

争议多元处理格局进一步健全。当

前，各地人社部门、人民法院普遍建立联

动工作平台，裁审衔接机制实现全面覆

盖，当事人维护权益渠道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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