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无锡老
新村改造效果显著，随着管线、道
路、绿化、停车位等逐步改造，不少
老新村面貌焕然一新，但还有一些
短板问题有待解决。前不久，无锡
经历了两次强寒潮，不少小区自来
水管受冻。市人大代表许健注意
到，敞开式楼道是寒潮应对中的薄
弱点，也是问题多发点。“尽管市水
务集团做了大量的防冻保暖措施，
但不少小区因楼道敞开，难以抵挡
寒潮天气影响，管道冻裂、水表冻
坏等情况严重，给居民正常生活带
来很大影响。”

“鉴于目前极端
天气频繁发生，一旦出现极端低温
将对敞开式楼道小区居民的正常用
水带来极大影响”，许健建议有关部
门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
工信部等13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

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的意
见》要求，加大投入对老新村敞开式
楼道进行封闭改造，创新实施新一
轮健康城市“十项行动”。

连廊结构的高层小区也是抗
寒薄弱点。许健表示，连廊结构的
小区在设计时为考虑中间户通风，
采取空中连廊的形式，形成了新型
的敞开式楼道。“目前，连廊结构被
普遍运用在新建的高层小区中，尽
管连廊结构有南北通透、采光效果
好等优点，但抗寒差等弊端也日益
呈现，导致水表、管道非常容易受
冻损坏，给市民冬季用水带来诸多
不便。”许健说，在今冬两轮强寒潮
影响下，不少连廊结构小区受冻严
重，给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影
响。为此，许健建议有关部门为社
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整改方案，防
止此类新建小区的问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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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才能乐业，住得舒心

与否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幸福指

数。两会期间，不少市人大代

表将目光聚焦在住宅小区上，

针对小区改造、小区管理水平

提升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一项

项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近年来，全国各
地陆续发生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
件，成为“城市上空之痛”。市人大
代表王颖指出，由于部分居民、租
户的素质较低、法律安全意识淡
薄，经常会发生一包生活垃圾、一
碗没吃完的泡面、一个果核、一个
塑料瓶“从天而降”的现象。这些
高空抛物现象在高楼小区时有发
生，给居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也
给小区环境造成破坏。虽然在《民
法典》中明确了高空抛物属违法行
为，但在现实中查处存在一些困
难，比如直接侵权人查找难度大，
一旦无法取证，很多高空抛物会被
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进而助长侥
幸心理。

王颖建议，加大
技防投入。一方面，安装高空抛物
抓拍监控摄像头，方便取证，也可
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

可在小区高层安装防坠网或增建
楼裙，防止高空抛物，提升避害效
果。同时，制定业主公约，将公共
区域建筑物、悬挂物、业主有可能
影响公共安全的搁置物等纳入物
业管理范围，加强日常巡查，做好
巡查记录，限时整改问题。另外，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建设部门
严格建筑物外墙材料的使用，限制
窗户开放宽度，提高室外搁置物、
悬挂物装置的安全设计。

“对于高空抛物坠物造成实质
损害的，应快速有效依法严格惩
处，以彰显法律震慑力。”王颖表
示，未造成实质损害，对查找到的
侵权人视情节或给予批评警示教
育，或给予罚款、拘留等治安处理，
同时可纳入其个人诚信档案中，采
取相应的惩戒措施，比如，对于外
来务工人员，一旦其高空抛物，则
影响积分入户、入学等。

（晚报记者 任蓉蓉 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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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有物业入
驻一批老旧小区，失管老旧小区有
了“新管家”，居民幸福指数获得了
提升。可不难看到，在此过程中物
业公司遇到了各种问题，如何进一
步提升老旧小区的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是代表们关心的话题。

市人大代表吴韶
建议，引进国有物业的街道要前期
统筹进行项目规划。特别针对集
中连片、功能缺失的老旧小区住宅
群，应提前规划各类功能区域布
局。在老旧小区引进国有物业的
前期，提前完善物业用房设置、公
园绿化、停车位、文体休闲区、生活
服务区等功能性区域的整体规划，
为物业进驻提供必要的前期准备，
便于物业加快进驻。对后期有能
力提供多元化经营、完善物业管理
服务、提升小区功能和品质的物业
企业，预留必要的配套支撑，进一
步提升老旧小区后期一体化管理
水平。同时，要在老旧小区民意收

集、问题协商、沟通反馈方面形成
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在规范停车
秩序、清除违章搭建、安装安防设
施、增补绿化场地等问题中增强各
方面工作协同。可以通过社区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交叉任
职”的形式，固化日常管理，进一步
推动联合整治、疫情防控、文化活
动等社区创建工作，促进形成共治
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在市人大代表秦党亲看来，仅
提升老旧小区的“硬件”不够，“软
件”也要跟上，应加强小区业主委员
会建设。建议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对街道、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提高属地对业委会工作的
指导能力。通过不断引导业委会和
物业沟通，形成工作合力，共建美好
家园。街道和社区定期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小区开展普法工作，让更多
小区业主认识到成立业委会的重要
性，也让业委会成员知道如何依法
行使业委会的职能，监督物业公司
的工作，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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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不仅关
系到城市面貌，更关系到市民的居
住安全。目前，在全市城乡有一批
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屋，渐
渐进入危房行列，随着时间的推
移，类似的房屋会增加，而相关法
规、工作措施仍显得滞后。

“到底是不是危
房，需要更规范的安全鉴定。”市人
大代表张广鑫提出，应启动年久失
修的房屋情况排查工作，并按房屋
鉴定情况进行分类解决。进一步
规范危房鉴定，为下一步办理手续
强化前置条件。应推出安全鉴定
机构的白名单，引导居民选择正规
机构进行鉴定，以便于对房屋分类
施策。

张广鑫举了个例子，省内其他
城市中有一处砖木结构房屋，建于
20世纪50年代，两层楼共有20多
户居民。2014年该房屋被鉴定为

C级危房，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
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
情，构成局部危房。经过6年多的
前期筹备，去年拿到了行政许可决
定书。目前，无锡也有一些没有规
划许可，但又老旧不堪且拆迁无望
的房屋，居民要么住得战战兢兢，
要么“游击战”违章改造，要么另外
寄居他处或另外租房，出现了“有
房不能住”“有房不敢住”“想改办
不了手续”“一动就被叫停”的现
象。为此，需要畅通危房改造的流
程设计，明确办理危房改造手续的
各个流程环节，进一步优化行政审
批的流程。明明白白告诉市民什
么样的房屋能改造，改造需要怎样
的操作流程。同时，要进一步研究
危房改造的实用性，不仅解决安全
问题，还需要综合居民的意见，改
造工程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居民需
求，让居民在改造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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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补齐短板

水管防冻

优化流程分类施策

危房改造

加强技防严格惩处

高空坠物完善物管提升品质

老旧小区

11月月2020日拍摄的锡城一片居民楼日拍摄的锡城一片居民楼。。((还月亮还月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