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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有住房售房单
位关停并转，已售公有住房
时常出现失管失修现象，划
入售房单位维修资金账户
的资金也因找不到相关单
位而无法支取使用。”市物
业管理中心分管维修资金
工作的负责人张晶告诉记
者，2019年 10月 15日起施
行的《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对此进
行了政策上的完善。

根据《办法》第30条规
定，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使用，由公有住房售
房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提出
申请。公有住房售房单位
即原产权单位不存在的，或
是产权单位还在却拒不履
行职责的，经过区住建局确
认过后，可以由相关业主或
者社区居（村）民委员会提
出使用申请。具体办理需
要前往区住建局，区住建局
有一个确认的过程。

至于理顺、整合老小区

的产权单位，市住建局物业
处副处长徐丹表示，目前无
锡有 428 个老小区。各类
小区在房产管理性质上也
有所不同，有的已实行房
改，有的委托给了第三方管
理，有的原产权单位已倒
闭，因而导致在旧住宅整治
改造后，落实物业管理长效
管理困难重重。

去年，梁溪区将 20 个
“三供一业”小区纳入了宜
居区改造范围。涉及到曹
张新村83号、84号、88号等
多个单元楼，产权已移交街
道。目前，除了央企、国企
在推进“三供一业”的分离，
无锡也制定了专门针对本
市一些企业的接管工作。
只不过落实的过程有些缓
慢。目前，无锡也在加速
推进这项事宜，力争让老
公房这样的产权问题变得
更清晰。

（练维维 见习记者
邹祖邑）

用盆子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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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张新村一社区是个
已经有着 40年头的老小
区，现有居民2324户。近
日来梅雨连连，让一些顶
楼居民遭了殃。记者采访
了解到，由于部分房屋产
权单位不复存在，这让小
区居民想要找产权单位前
来维修或需动用大修理基
金的时候“卡了壳”。

产权单位构成复杂

6月底，家住一社区489
号的顶楼住户就发现家中漏
水，第一时间找到了社区，想
让产权单位派人上门维修。
社区工作人员依据多年前就
理好的一份产权单位名录进
行联系，发现对方联系电话
已经是空号了。由于找不到
产权单位，此事不了了之。

“这份清单，是社区工作
人员拿着居民的身份证、不
动产权证去一张一张调出来
的，共计调出来65家单位。”
一社区书记朱棋告诉记者，

曹张的房子很多是单位的福
利分房。记者看到，在这份
10多页A4大的清单上，分
别记载了房屋门牌号、现居
屋主、对应的产权单位、对方
联系人等信息。这些产权单
位有光明内衣厂、农林局、扬
名开发公司物业、县外贸公
司等。不少单位对于记者这
个年纪的人来说，听都没有
听说过。

有意思的是，同一个单
元同一个楼层门对门的两
户人家，比如301室和302

室，有时对应的居然不是同
一家产权单位。在这份清
单的“联系人”一栏，有的地
方已经被多次涂改、反复更
正。原来，几十年过去了，
不少产权单位已经改制或
转让，有的单位甚至已经倒
闭，打过去联系人电话已经
是空号了。据悉，去年，曹
一社区有50家“三供一业”
的产权单位移交至街道。
加上这份清单上的65家，
曹一社区涉及的产权单位
少说也有115家。

楼上漏水，楼下受牵连

近日，曹张新村151号
602室家中漏水，被楼下的
业主及时发现。朱棋给记
者出示了好几张照片，都是
602室的情况。从照片上
可见，家中地板上全部是
水，而且地板早就因多年的
雨水浸润变形了。天花板
因此受潮导致大面积的涂
料起鼓、脱落。为了不让掉
下来的雨水四溅，业主只能
将家中所有的盆子拿出来
接水。楼下5楼也因此受
了牵连。好在602是在“三

供一业”名单上，当天已有
工人前来实地查看。

“这次梅雨季涉及到顶
楼漏水的有8户，这8户全
部在曹张东片试点征收地
块。其余非东片地块接到
居民反映的也有好几户。”
朱棋解释说，东片地块共有
36 幢楼，涉及 285 户居
民。在2016年曹张纳入老
旧新村整治改造之前东片
地块被列入梁溪区试点征
收地块。由于签约率达不
到95%的硬性要求至今未

征收成功，错过了无锡的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年久
失修、基础设施陈旧，顶楼
屋面漏水渗水的情况也就
相对严重。

据了解，有的去年或
前几年家中漏水的居民有
产权单位电话的，直接和
产权单位联系处理。朱棋
说，现在社区工作人员在
上门排查这次梅雨季家中
漏水的相关情况，之后会
进行相应的统计，然后向
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

亟待理清整合产权单位

漏水的屋面属于公共部
位。平日里“小修小补”还
好，若是需要“动手术”需要
用上大修理基金。不要说有
些产权单位找不到，就是找
到了，也要一家家签字同意
并盖章。过程繁琐、耗时耗
力。为了便于操作，现如今
在曹张一社区对于找不到产
权单位前来维修的，只能由
社区出面协调，楼栋小组长
写个情况说明，让同一栋楼
的其他楼层居民共同分摊修
理的费用。若是其他楼层的
居民不愿意，社区也没有办
法。顶楼住户只能自掏腰包
了。据介绍，之前有居民知
道这事难办，就“很实在”地
自己找了外面的施工人员前
来修理，不惊动社区、邻里。

2016年，曹张新村一社

区被纳入旧住宅区改造，环
境面貌大为提升，但由于种
种原因小区至今没有引入
第三方物业管理。产权单
位的过分复杂也是其中的
重要因素。如部分管房单
位房屋维修不及时、不主
动，或者根本找不到原管房
单位，容易使居民对社区物
业管理产生抵触情绪，给社
区的物业管理带来更大的
难度。

朱棋表示，从小区目前
的情况来看，东片试点征收
地块不仅大部分屋顶需要
维修，其他部位也有进入

“老龄化”的症状。他表示，
今后涉及到维修甚至用大
修理基金的地方还很多，只
有理顺产权单位，这些事情
才能进行下去。

推进本市企业接管工作

楼上漏水，楼下受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