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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多

福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路旁

树木抽出新芽，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以前可不是这般模样。“设施老旧，管理

也跟不上，生活很受影响。”小区老住户、68
岁的高庆国说。

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进到多

福小区。墙体四周保温、煤水电气管网改

造、电线网线入地……一项一项，老小区旧

貌 换 新 颜 。“ 我 们 这 些 老 街 坊 也 乐 享 新 生

活。”高庆国感慨。

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城市化进

程既早又广，老城区多，旧住房更多。聚焦

为民、便民、安民，辽宁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

重 要 的 民 生 工 程 和 发 展 工 程 。 2019 年 —

2023 年，全省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5230 个，

惠及居民 230 多万户。今年，辽宁将再改

造 700 个老旧小区、4463 栋楼，惠及居民 25
万多户。

完善基础设施——

搞好“里子”工程
增加活动空间

“经过改造，违建拆掉了，屋子变暖了，

邻里矛盾都变少了。”鞍山市千山区泉兴社

区三车厂小区居民张伟在这里已经生活了

近 30 年，目睹了小区发生的变化。

生活环境大变样，源自千山区去年开展

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三车厂小区原本是

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国企职工家属楼。随

着时间推移，小区基础设施逐渐老化，再加

上管理不善，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

按照“先民生、后提升，先急需、后改善”

的原则，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辽宁要求各地

把搞好“里子”工程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三车厂小区之前未铺设燃气管线，这次

改造特意新建了地下燃气管线，解决居民

“用 气 难 ”问 题 ；排 水 方 面 ，新 建 和 改 造 了

4000 余米排水管线，实施雨污分流；亮化硬

化美化方面，安装节能路灯 97 盏，铺设路面

3.7 万平方米，改造景观广场近 1 万平方米，

并清除“空中飞线”，增加凉亭、车棚等便民

设施。此外，千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联

合市供热集团全面排查三车厂小区的供热

设施，更换了部分老旧管线，增加外墙保温。

“在兜底做好外墙保温、管网改造等基

础类改造基础上，各城市本着‘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原则，在口袋公园、停车位等完善类

改造和养老、食堂等提高类改造方面进行综

合提升。”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

障处处长胡林涛说。

老楼旧院不仅是城市变迁的见证，也承

载着居民对家园的乡愁记忆。大连市在实

施改造过程中，不仅完成基础设施改造，更

结合地域历史，营造街区文化和邻里家园，

打造安全健康、设备完善、管理有序、邻里和

美的完整社区。

“基础设施改造方面，我们加设楼体户

外电梯，解决辖区内老人上楼难的问题；增

加公共活动空间及配套设施，建设商业配套

用房，满足养老、助餐、便民市场等社区专项

服务需求。”大连市沙河口区兴社社区党委

书记张方方介绍。

兴社社区与大连机车工业遗产区隔街

对望，很多居民是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的职工和家属。“我们在改造中植入机车

元素，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连机车老宿舍特色

文化，重塑兴工街沿线的机车文化氛围和历

史建筑文化氛围。”张方方说。

尊重群众意愿——

实地调查走访
及时搜集民意

“小区停车难，应该增加停车位数量”

“小区广场中央的喷泉年久失修，能不能改

建成绿地或者休闲场所”……日前，一场老

旧小区改造前的恳谈会在沈阳市和平区文

安路社区通达新村小区召开。

群众讨论得热烈，由宗兴下笔记得认

真。由宗兴是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

名规划师，今年 2 月底，被市房产局特聘为

设计师。

“我的主要职责就是解决好设计图纸与

小区居民需求脱节的问题。”用由宗兴的话

说，他就是一座桥梁，这头连着小区群众，那

头连着政府部门和项目设计、施工方，以确

保最大化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

从单位到通达新村小区步行不过 10 分

钟，由宗兴经常在茶余饭后来到小区实地走

访，搜集民意，围绕道路整治、绿化景观提

升、公共空间微改造等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

意见和建议。

“像由宗兴这样的义务设计师，全市一

共有 154 名。他们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和从

业经验，立足居住和工作区域，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城市规划，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沈阳市房产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改

造后问效于民。沈阳探索建立特聘设计师

制度的背后，是辽宁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由“单一政府主导”向“各方共同缔造”转变

的生动缩影。

“我们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群

众意见。”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改造前，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一小区一策’精准制定设计方案；改造中，

每个点位组建居民义务监督小组，请居民代

表参与监督施工质量；改造后，采取民意验

收和工程专业验收相结合的方式验收，组织

开展居民满意度测评，居民满意率低于 80%
的小区不予验收。”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通过座

谈、走访、调研、微信群互动等方式，改造前期宣

讲政策、走访调查民意，改造中期化解矛盾、监

督工程质量，改造后期建言献策、帮助解决难点

问题。”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文磊说。

强化后续管理——

搭建协商平台
共享改造成果

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既要“改造见

实效”，更要“管理有长效”。

在多福小区的电动自行车车棚里，多福

社区党委书记樊月给记者演示起充电桩、旋

转摄像头和烟火报警系统。“这座车棚投入

使用已有些年头，由于维护得当，到现在还

没有发生过大的故障。”樊月说。

多福小区曾经是一个弃管小区，“脏乱

差”是其代名词。“老旧小区改造实施后，我

们引进保障型物业，推行由小区居民协商议

事委员会、小区居民自我管理委员会和物业

公司组成的老旧小区协商共治体系，实现决

策共谋、建设共管、成果共享。”樊月说。

现在，一进多福小区大门，迎面是一幅

铺满半个楼体的巨型“全家福”，照片上的居

民们站了 10 多排，都是开心的笑脸。“现在，

在小区里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居民的笑脸，美

丽 家 园 来 之 不 易 ，我 们 必 须 维 护 好 。”樊

月说。

老旧小区换新颜，“三分在建、七分靠

管”。“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街

道、社区党组织作用，及时跟进物业管理，帮

助居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或居民自我管理

组织，让老旧小区不仅‘改得好’，还要‘管得

好’，切实做好改造‘后半篇文章’。”胡林涛说。

与此同时，辽宁引导各地树立城市更新

理念，强化规划引领，按照“位置相邻、邻里

相望、文化相连、生活相关”的原则，推动老

旧小区、背街小巷、公共服务设施等实施组

团连片改造，实现街区整体环境联动更新。

“去年以来，我们开展以城市精细化管

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打通断头路工程、道

路更新工程、城乡绿化工程、生态修复工程、

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为主要内容的‘一管

理六工程’，通过系统性谋划、一体式推进、

清单化落实，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能级

品质。”文磊说。

辽宁近5年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230个，惠及居民230多万户—

老街坊乐享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成友 郝迎灿

本报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丁怡婷）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住

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部署各地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

机，加快行业领域设施设备补齐短板、升级换代、提质增效，提升设

施设备整体水平。到 2027 年，对技术落后、不满足相关规范标准、

节能环保不达标的设备，按计划完成更新改造。

《实施方案》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鼓励先进、淘汰落后，标

准引领、有序提升原则，确定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的

10 项重点任务，包括住宅电梯更新和加装，供水、供热、污水处理、

环卫和建筑施工设备更新，建筑节能改造、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和城

市生命线工程建设等，分类明确了更新的标准、范围条件、设备种

类和工作要求等。

《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补助、税收优

惠、再贷款贴息等配套支持政策，强调实施标准提升行动，加快更

新淘汰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老旧高耗能等不达标设备，并加

强相关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对不新增用地、

以设备更新为主的技术改造项目，简化前期审批手续。

《实施方案》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持续跟踪评

估，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任务目标，出台配套支持政策举措，将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各级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梳理确定更新

改造需求清单，制定工作计划，组织项目谋划和申报，指导做好

实施。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实施方案——

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
以住宅电梯加装及供水、供热、污水

处理设备更新等为重点

本报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4 月 8 日召开 2024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专题新闻发

布会。据介绍，2023 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民生领域违法

案件 56.5 万件，涉案货值 28.1 亿元，向社会公开曝光 1034 起典

型案件。

据介绍，2023 年“铁拳”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整治群众身

边突出问题。依法严厉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降糖降压降脂等物

质、假冒伪劣化肥、刷单炒信等虚假宣传、“神医”“神药”虚假违法

广告、生产销售劣质燃气具、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和使用未登记

电梯、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假冒知名品牌及“傍

名人”“搭便车”等 8 类等违法行为。

2024 年“铁拳”行动以“护民生”为中心，突出“保安全”和“反

欺诈”两个主题，聚焦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痛点难点焦点问题，实

施有力打击。

突出“保安全”主题，严厉查处工业产品、食品和特种设备等

“两品一特”领域违法案件。在工业产品领域，突出涉及消费者人

身财产安全的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儿童玩具等重点产品，重点

查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违法行

为；在食品领域，以宣称镇痛、安睡等功能食品为重点，严厉打击非

法添加药品及其衍生物的违法行为；在特种设备领域，重点查处违

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行为。同时严厉查处在上述领域出具虚假不

实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为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

平保驾护航。

突出“反欺诈”主题，严厉查处线上线下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违法案件。重点查处加油机计量作弊、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

侵害消费者权益、商标侵权、伪造或冒用地理标志、价格欺诈、虚假

违法广告等违法案件。

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群众身边突出问题
去年查办民生领域违法案件56.5万件

“呼叫客运值班员，9B 检票口东侧有两名小朋友已经单独停

留超过 10 分钟了，请及时了解！”听到对讲机里发出的指令后，距

离该区域最近的客运值班员孙锦辉拨开人群，迅速赶往 9B 检票口

东侧查看情况。

及时呼叫，主动服务，源自郑州东站智慧系统的全覆盖观察和

指挥。原来，小朋友的母亲突发腹痛去了卫生间，留下两名不到 6
岁的小朋友在原地等待。了解清楚情况后的孙锦辉直到孩子母亲

返回后才放心离开。智慧系统不仅可以实时掌握车站各部位运行

状况，还可智能匹配客运组织方案，推荐最佳行走路线，确保旅客

安全乘降，列车准点运行。

这一系统的应用，是郑州东站参加国铁郑州局 5 个层级培训

班各批次学员接续调研并付诸实践的结果。他们研发了集监控、

分析、追踪、预警、指挥于一体的智慧系统，更好服务旅客。

在高铁列车上，铁路畅行码可以实现一“码”相助以及查询、沟

通、点餐等一键式服务。这些都是智慧铁路改变服务理念、提升服

务品质的具体体现。

国铁郑州局位于路网中心。随着多种新型智能动车组上线、

运输调度指挥系统升级以及列车安全追踪监控系统、货车 AI 智能

检车系统的使用，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支撑智慧铁路建设，适应现

代化铁路网发展。国铁郑州局以“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为原则，开展以“生产一线青年骨干、青年管理技术人才、青年

管理接续骨干、中青年管理骨干和领导人员综合能力提升”的 5 个

层级精准培训，将系统培训和针对性培训有机结合，形成不同层

级、不同岗位人才接续梯次培训链条，实现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

全覆盖。

通过系统性培训，郑州北站及时转变工作思路，树牢大畅通的

理念，加大对“技术站作业达标评价系统”的研发和使用，统筹编组

场内各个工种环节作业流程。该站日最高编组超过 3.2 万辆，效率

最高提升 33.3%。

在做好系统性培训的同时，国铁郑州局还结合铁路安全、畅

通、服务等现实情况，加大针对性培训力度。将课堂教学与智慧铁

路运维有机结合，采取现场调研、跟班作业、挂职实践、产学结合、

研学并用等方式加大智慧铁路系统研发使用和功能的升级优化，

以智慧铁路支撑路网安全高效运行。

国铁郑州局推进智慧铁路建设

提升运行效率 改善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朱佩娴

核心阅读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
善社区生活环境；建立特聘
设计师制度，搜集民意满足
需求；搭建多方合作协商平
台，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近年来，辽宁省把老旧小区
改造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居民乐享幸福
新生活。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R

中午 11 点刚过，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永华道街道馨语社区食堂就散发出阵阵菜

香。冒着热气的饭菜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

窗口的桌面上。

“给我来一份红烧茄子、两个花卷，再来

一碗鸡蛋汤……”75 岁的社区居民周济民

每天都按时来到这里“打卡”。“这里的饭菜

荤素搭配有营养，好吃不贵还方便。”周济民

的儿女平时工作繁忙，以前没有社区食堂，

老周的每日三餐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每到

中午，都得匆匆忙忙赶回来为父亲做饭。

去年 4 月，老周所在社区的食堂正式开

业，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现在我每

天都来社区食堂吃饭，孩子们轻松了，也更

放心了。”周济民说。

馨语社区食堂是安次区首个通过政府

主导、企业运营、社区支撑、社会参与的民生

试 点 项 目 。“ 我 们 社 区 老 年 群 体 数 量 比 较

大。”馨语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冬梅说，老人多

了，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自然就随之而来。

经过多方考察，社区决定将食堂建在位于社

区较中心位置的嘉慧意境小区，方便解决周

边 两 三 个 小 区 约 5000 名 居 民 的 就 近 吃 饭

问题。

“在确保菜品质量和分量的前提下，我

们还实行分年龄段打折优惠，确保老人用餐

低于市场价，真正让老人吃得放心、吃得开

心。”社区食堂负责人祝巍介绍，本辖区户籍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社区食堂就餐可享

八折优惠，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享七折优

惠，9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受五折优惠。

据了解，廊坊市 60 岁以上户籍老龄人

口超过 92 万，就餐是老年人仅次于就医的

一大需求。近年来，廊坊市从老年人“桌边”

入手，通过个人支付一些、企业让利一些、政

府协调一些的扶持方式，积极探索“中央厨

房+社区食堂（助餐点）+配送入户”助餐模

式，化解老人吃饭难问题。目前，全市已建

成社区食堂 40 余家。

在加快社区食堂建设的同时，廊坊还不

断延伸医养结合服务链，把社区食堂打造为

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助

力老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平台。

下午 5 点 30 分，在广阳区上善颐园社

区，社区食堂负责人刘春丽准时出发为社区

“长者公寓”的老人们送晚餐。“我们根据老

年人饮食习惯及‘三高’禁忌，制作健康餐，

并定时定点为他们配送。”刘春丽说，除了居

住在“长者公寓”里的 122 名老人，上善颐园

社区还有 466 名 60 岁以上的居家老人。

健康餐如何制作？上善颐园社区专门

设立了“社区健康管理中心”，为社区内老人

建立健康档案，并实时收集血压、血糖、心脑

血管等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监测管理。“根据

老年人健康档案情况，我们推出了‘智盘’系

统，根据老年人每日在食堂的用餐情况，累

计其摄入的营养指数，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

健康饮食指导。”刘春丽介绍。

河北廊坊推进社区食堂建设——

让老年人吃得更放心
本报记者 邵玉姿

近年来，重庆市沙坪

坝 区 推 动 职 业 教 育 与 区

域、产业、企业深度融合，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服

务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

图 为 4 月 8 日 ，沙 坪 坝 区

一 所 职 业 院 校 新 能 源 汽

车 制 造 与 维 修 专 业 学 生

在上实训课。

孙凯芳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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