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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承
担了全市中心城区 54%的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点多、面广、
任务重。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西工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
用，以集中连片改造、拆围墙拆
违建为抓手，增加公共服务设
施，满足群众需求，并以党建带
动物业建设，做好“改好之后更
要管好”的后半篇文章，取得了
良好效果。

核心阅读

本报南宁 10月 29日电 （记者庞革平、郑壹）记者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广西将加大义务教育领域投入保

障，积极筹措 22.71亿元资金支持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其中，

9 月底专项调度下达 7.44 亿元，支持广西 50 个县（市、区）启

动实施新一轮营养改善计划。截至今年 10 月，广西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人数超过 400万。

为确保营养改善计划资金专款专用，落到实处，2023
年广西出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细

则》，明确了资金分配、使用、管理要求，要求营养膳食补助

资金全部用于为学生提供等值优质食品，不得用于补贴教

职工和城市学生伙食、弥补学校公用经费和开支聘用人员

费用等方面。

广西筹资支持农村学生改善营养

本报拉萨 10月 29日电 （记者申琳）日前，西藏自治区

成立儿童先心病专项管理办公室，力争推动西藏先心病防

治向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方向发展。

西藏自治区儿童先心病专项管理办公室按照“发现一

例，治疗一例”的总体要求，对全区 18 岁以下所有具有介入

治疗指征的先心病患儿进行筛查和免费医疗治疗；专业化

统筹和管理全区儿童先心病筛查、治疗、随访及相关诊疗工

作；对全区先心病手术医疗机构及医师进行培训、继续教

育、质控巡查、资质认定和违规反馈；开展科研及学术交流

工作，建设信息数据库平台，及时向政府部门提供儿童先心

病救治情况的数据和政策参考。

据了解，西藏这一儿童先心病专项管理机构设在西藏

自治区人民医院，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胡海

波等进行技术指导，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组建了由心胸

外科、心内科、儿科、超声科、介入导管室等本地医护组成的

先心病多学科救治专业团队，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

先心病救治专业技术团队。

西藏成立儿童先心病管理机构

本报庐山 10月 29日电 （记者郑少忠）2023 中医药杏

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会 28 日在江西省庐山市闭幕。会

上，中华中医药学会正式向庐山市人民政府授牌“中医杏林

文化发源地——庐山”。

近年来，江西纵深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大力实施中医药强省战略，全省中医药服务体系日益完备，中

医药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中医药创新

能力逐步增强。庐山市现已建成的董奉杏林遗址园，将打造

成为医德医风教育基地。同时，庐山将试点推广“杏林驿站”

建设，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不断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鼓励各地按照各自条件和居民

要求，因地制宜改出特色、改出成效，努力改

善群众居住条件。

记者在洛阳市西工区发现，这里承担了

全市中心城区 54%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点

多、面广、任务重。西工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引

领作用，以集中连片改造、拆围墙拆违建为抓

手，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满足群众需求，并以

党建带动物业建设，做好“改好之后更要管

好”的后半篇文章，取得了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西工区完成约 450 个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延伸 500 多个小区规范物业管理，

加装近 200 部电梯。社区医疗、养老、托育、体

育等公共服务要素进一步丰富，“15 分钟生活

圈”惠及 25.4 万老旧小区居民。

集中连片改造，为公共
服务拆出空间

在西工地小区采访，翻开过去的照片，发

现小区内违建不少、设施老旧。

“西工地小区的楼，基本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各个单位自建的住宅楼。一直以来，缺

乏规划和管理。围墙多、违建多，挤占了公共

服务空间，连建个热力交换站的地方都找不

到。结果，小区虽在市中心，却几十年没法供

暖。”光明社区党委书记王智刚说。

“在西工区，这样的情况很普遍。老旧城

区拥挤，缺乏规划，改造的关键是为公共服务

落地找到空间。”西工区委书记王进说，“我们

逐步形成了整街连片、组团改造、拆除围墙、

释放公共服务空间的改造思路。”

西工区从拆围墙、拆违建开始推动老旧小

区改造，累计拆除围墙 5000多米，拆除违建 3万

余平方米，涉及约 90个小区；利用腾出的空间，

建成游园、绿地、社区书屋、供暖排水等公共服

务设施 420多处，直接惠及 4.5万多名居民。

老旧小区改造中，西工区注重发挥党组

织的作用。以西工地小区为例，涉及市发改

委、财政、税务等 20 多家政府部门，区委主动

协调，常委班子成员各领任务，走访各个单

位，一项项捋顺了产权、规划问题，为改造开

道；街道和社区党组织一面监督施工，另一面

动员老党员，带头拆除自家违建，挨家挨户发

动群众，主动化解改造中的各种矛盾。

如今，西工地小区通过拆除 1200 多米的

围墙、1500 多平方米的违建，建起了 200 平方

米的小游园、350 平方米的小广场，原本 2 米

宽 的 窄 巷 拓 展 打 造 成 了 7 米 宽 的 特 色 文 旅

街。所有楼栋粉刷一新，改造后，看得见的道

路宽阔、齐整，看不见的地下管网则一揽子解

决了暖气、污水、雨水、强电、弱电、电信等问

题，还建起了社区书屋、健身广场。热力交换

站难题迎刃而解，曾经一墙之隔、互不往来的

小区居民，在拆除围墙、共建共享的模式下，

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

阶梯收费、增加阳光房，
让加装电梯顺利推进

一大早，家住西工区西工街道交通花园小

区 5 号楼 1 楼的 69 岁的刘兰荣老人，和楼上 3
户邻居一起到附近集市买回了几十盆鲜花，把

因加装电梯而额外增加的阳光房装饰一番。

“老旧小区改造里，加装电梯一直是个难

题。”王进说，老旧小区往往老人居多，电梯有

着 现 实 需 要 ，加 装 电 梯 是 件 实 实 在 在 的 好

事。可是不同楼层意愿不同，愿意承担的成

本也不同，居民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好事却

不好办。交通花园小区探索的一梯一策、平

层入户、阶梯收费、增加阳光房的办法，解决

了大问题。”

刘兰荣坦言，他当初并不支持加装电梯，

“我住一楼，电梯对我没啥用，高耸的电梯还

要遮挡我家采光，我是确实有点不乐意。”

面对群众各不一样的诉求，街道和社区

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动

员他们选出信得过的老党员组成业主委员

会，协商解决加装电梯的问题。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强推肯定不行。我

们挨家挨户收集意见，多次召开业主大会，倾

听每个人的想法，并与设计、施工企业积极沟

通，具体楼栋具体分析，逐渐形成了一梯一

策、平层入户的办法，电梯直接通到居民家

里，最大化便利居民出行。”交通花园小区业

主委员会副主任武增民说，“小区住的大多是

一个系统的老职工，每个人开诚布公，讲出心

里的想法，相互之间多少都能体谅。慢慢地，

分层、阶梯收费的办法为大家所接受，楼层高

就多交点，这也合理。”

那影响一楼采光的问题，咋解决？

“大家集思广益，几名退休的工程师想出

了把入户的电梯平台包起来，变成阳光房的

办法！”武增民说。最后，交通花园小区业委

会形成了一整套改造的想法，报到上级党组

织及市里有关部门，很快得到了批准。

加了阳光房，刘兰荣十分开心，“从电梯

间直通客厅，包起来的阳光房足有 14 平方米，

成本才花了 1 万多元。采光更好了，面积更大

了，相当于多了一个小客厅！对这样的电梯

加装，俺这一楼的住户，也完全支持！”

照顾各方诉求，公平分配成本，增加住户

空间，从交通花园小区发源的办法，很快在全

区推广。据统计，截至目前，西工区已完成近

200 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任务。这一做法

也在洛阳全市得到推广。

党建+物业，做好物业管
理后半篇文章

“老旧小区之所以破败，长期没有有效的

物业管理是个重要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改造完了，也免不了‘一年新，两年旧，三

年回到老模样’。”汉屯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柳

瑞丽坦言，“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后，物业管理

的后半篇文章和改造一样重要。”

2021 年年中，健康新村开始改造，与此同

时，街道和社区党组织先行一步，引入新物

业，并成立了以社区党委副书记霍丽茹兼任

书记的健康新村物业党支部，成员包括物业

公司负责人、居民和老党员代表。

“ 改 造 中 ，物 业 党 支 部 身 先 士 卒 ，动 员

党员、群众主动拆违，配合改造。改造完成

后 ，发 挥 的 作 用 更 大 。”霍 丽 茹 说 ，“ 我 们 定

期 召 开 支 部 会 议 ，邀 请 物 业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和居民参加，大家面对面协商诉求，确定并

适 时 调 整 物 业 服 务 内 容 、收 费 标 准 。 标 准

一经确定，就由党支部监督落实，物业干好

工作，居民按时交纳物业费，大家的心拧成

了一股绳。”

健康新村的变化，居民李继涛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在物业党支部的支持和监督下，

物业的安保、卫生、维修等本职工作尽心尽

力，纠正居民不当行为的时候也有了底气，小

区环境得到了维护。眼看小区环境好了，管

理跟上了，越来越多搬出去的居民回来了，交

物业费的也多了，物业更有干劲了！形成了

良性循环，咱这小区能不好吗？”

“现在小区住户物业费上交比例从原来

的不到 30%提高到了 80%，总量大了，我们就

和物业商量，降低了每户的缴费金额，每户每

月物业费平均也就 20 元。”霍丽茹说。

“现在是越住越舒心！”李继涛坦言，越来

越多像他一样的居民，因为看到了小区的积

极变化，积极投身到了社区活动当中，“我们

组织了文艺表演队，现在有 40 多人，还在不断

增长！”

“老旧小区改造一个，党支部就要建立

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到哪里，党组织作用就

发挥到哪里。通过党组织引领，积极动员群

众身边的老党员参加管理，用身边人管身边

事，这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王进说。

据统计，西工区已组建小区、楼院、物业

党支部 330 余个，覆盖了 776 个小区、楼院，对

老旧小区改造和改后的维护、管理都起到了

重要作用。

河南洛阳西工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倾听居民想法 难题找到解法
本报记者 毕京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