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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貌精彩蝶变，不仅是
一幢幢崭新高楼大厦的拔地而
起，更少不了一些老旧小区的全
面焕新。一批建设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小区，因基
础设施落后和老化，一系列安全、
环境等“通病”亟需升级改造，这
也成为许多居民的美好心愿。

在不搞大拆大建且不影响居
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如何兜底出
新？近日记者走访锡山区多个老
旧小区改造现场，从中寻找典型
样板。

在东亭街道竹苑新村南区，
涉及33栋楼、710户居民的大范
围改造正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不
管是路面、外墙、楼道、管线，还是
沿河的健身步道、楼下的绿化，全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直住在这
里的高阿姨真切感受到熟悉的灰
色老房品质大跃升，新换的黄色
外立面温暖又怀旧。

各类事关安全的改造最先开
展。“先从消防、顶层防水、道路、
市政管线四网合一开始，多路并
进解决基础设施的焕新提档后，
再进行系列美化、智能化工程，细
致到空调百叶护栏设计、一楼住
户的户外定制水池等。”负责该小
区改造的华仁建设现场负责人告
诉记者。

“以前楼下全是香樟树林，杂
草丛生，还有部分业主占用公共
空地堆放闲置杂物和垃圾等，不
仅难看，还存在安全隐患。楼里
原来没有完善的消防系统，前几
年有居民在车库飞线充电，真出
现问题消防车进来都有困难
……”经过改造，每个楼道都安装

了自动喷淋装置和消防箱，确保
消防水源全覆盖。

老小区的问题还有不少，比
如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水泥路面
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因为排水
不畅积水严重；停车问题也是天
天火烧眉毛，车位配比规划初期
就有“胎里毛病”，有车的业主只
好各凭本事“见缝插针”停在树林
里或者墙根边；这两年电动汽车
增加不少，充电桩“无处安放”也
成了老小区的“流行病”。

据介绍，本月底前竹苑新村
南区将全部完成改造。施工中聘
请专业设计单位重新改造绿化
带，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融入停车
功能，小区主车道变为双车道；树
林改为视野更开阔的灌木和草
坪，沿居民楼等部分的“边角料”
绿化充分归并成完整路面，再重
新划设车位线，沿河的绿墙附近
新建新能源车棚，成排加电站解
决新能源车的“吃饭”问题，停车
位总计增加到了703个，实现1:1
配比，基本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一个宜居的家园同时应该是
有温度、有文化的社区。小区改
造与精细管理齐头并进，居民的
幸福感“原地升级”。

今年初，东港镇新嘉苑率先完
成改造，小区顶层住户不再漏水、
返潮了，绿化景点精致整齐了，水
电气全面更新换代，公共空间多了
健身步道和儿童游园……地铁物
业入驻小区后的变化，让居民们直
呼惊喜，社区构建起“红色物业”体
系，一一破解管理难点痛点。

“现在连晾衣架都有合适区
域，原来东一个西一个的圈占像

一条条补丁，可难看了。以前没
有物业，一直担心这样的房子儿
子娶媳妇都会有问题，现在一改
真漂亮了，什么都是新簇簇亮堂
堂的，商品房有的这里全都有！”
新嘉苑老业主蒋丽萍说起小区

“颜值”的今昔对比感慨良多，有
感于这种美好，她主动申请成为
楼栋长，在疫情防控、社区调查等
需要出力的时候，主动拉上楼里
的老姐妹一同上阵。

小区成立物业服务中心后，
不仅增设智慧门岗和门头改换升
级，需要多轮次沟通、协调的问题
也有人管到底了。“我家卫生间一
直漏水漏了8年，严重时每次都找
外面的施工队解决，一直治标不
治本。”一名次顶楼的住户苦恼地
向物业反映，因为楼上的房子长
期空关，业主人在外地，涉及公共
部位的管线检查和处理一直没法
彻底进行。“我们通过各种办法，
跑了几十趟终于找到了楼上的业
主，原来是楼上的防水做得不好，
加上雨水管淤塞导致雨天渗水。”
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
包干了公共环境改造和后续管
理，还通过在每栋楼建立“业主
群”的方式收集维修问题、反馈解
决进度，每个群还挂钩一名社区
干部，所有“被吐槽”问题全员参
与、全部公开，一个个业主群就是
居民们的“议事堂”，问题快进快
出成了小区的新常态。

大量“老破小”纷纷上线各类
深度清洁和保养项目，从而实现

“逆生长”。从锡山区住建局了解
到，2021年到2023年，该区计划
改造176个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
639.29万平方米，惠及居民4.7万
户。其中，今年启动68个改造项
目，1个已完成，施工中53个，其
余的到明年全面完成。

（晚报记者 陶洁/文、摄）

为全面、准确、完整贯彻落
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方案（第九版）》和《关于进一步
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
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方便市民群众生产
生活，即日起优化调整我市防
控措施如下：

一、乘坐轨道交通、地面公
交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不再
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全市公园、景区等室外公
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三、市民购买“五类”药品
（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
感冒），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不再登记有关信息。

四、基于疫苗是在疫情广
泛传播情况下降低重症的最有
效手段，请符合条件的市民尽
快接种疫苗，60岁以上人群要

“应接尽接”，进一步巩固人群

免疫屏障。请广大市民朋友继
续加强自我防护，在公共场所
活动期间规范佩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当好个人健康第一
责任人。

以上优化调整措施自12月
6日零时起实施。我市后续将
根据国家政策和疫情形势，持
续优化调整相关防控措施。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指挥部
2022年12月5日

升级改造与精细管理齐头并进升级改造与精细管理齐头并进————

老小区从老小区从““微更新微更新””到到““逆生长逆生长””

无锡市疫情防控第178号通告

本报讯 昨从新吴生态环境局获悉，
无锡在全省率先探索土壤修复新路径，奏
响因地制宜、创新材料、生物降解“三部
曲”，采用成本更低、更合实际的工程性管
控措施修复土壤，实现污染治理工程“三
效益”。

新吴生态环境局固废处副处长殷松
江介绍，要修复的地块原本是无锡市丰硕
化工厂生产厂区，企业关停了，却给土地
留下了一笔“负担”，土壤及地下水有多种
污染物超标，超标总面积达15000㎡。经
过多轮论证，发现采用传统修复方式可行
性较低。“这块土地处于走马塘和伯渎港
的交界处，周边环境比较复杂，污染深度
又比较深，如果采用传统修复方式把污染
土壤挖出来进行修复，污染防治成本和施
工风险等都比较大，还有可能产生较为严
重的二次污染。”殷松江说。

为此，新吴生态环境局、属地街道通
过咨询专家团队，提出“让土地自己治病”
的新方式，成本仅需传统修复方式的十分
之一左右。负责项目实施的江苏华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魏明俐勘测后
发现，原有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存在促
使污染物发生自主降解的大量微生物。

“土地可以进行‘自我医治’，我们只需要
采用横向加竖向阻隔，建设一个‘孤岛’，
把污染物与四周隔绝起来，让有机物把污
染物慢慢降解消化。”

魏明俐介绍，考虑到化工厂污染物及
其介质易以液态或气态形式与周围环境
接触，在“孤岛”建设过程中，团队自行研
发阻隔材料，在沿河一带采用改性刚性材
料，偏离沿河带用改性膨润土柔性材料，

“与传统的石灰+水泥的方式相比更绿色
低碳，防渗透性、抗变性、抗化学性更出
色，而且材料成本节约了一半。”记者在施
工方案模拟图中看到，污染地块四周和上
方均被包裹了由“黑科技”制成的重重围
挡，控制污染物不向外部环境扩散。

据悉，该地块阻隔管控设施工程将在
今年年底前完工，在坚守环境效益的底线
上，属地街道还将进一步发挥该地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计划结合风险管控工
程和周边规划需求，配套建设为公共绿地
和停车场。“我们计划以此为出发点，建设
全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示范点。”殷
松江说。 （陈婧怡）

“让土地自己治病”
全省首个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修复”在锡试点

以新换“心”
多方共议破解难题

对“症”改造
精准发力急难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