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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旧改，是杨浦区最大的民生。历届区委、区政府都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十三五”以来，杨浦旧改按下加速键，去年旧改征收首次突破1万户，二级以下旧里居民还
剩2.6万户，杨浦正快马加鞭。

上个月，杨浦129、130、89街坊相继传来好消息，首日签约率全部生效。8月4日，定海路街道134街坊、江浦路街道159街坊迎来“二次征询”，正式签约首日两大
征收基地即高比例签约生效。这也意味着杨浦今年征收1万户的目标任务已完成90%。

定海路街道134街坊、江浦路街道159街坊“二次征询”高比例生效

杨浦今年旧改征收任务已完成90%

定海路街道 134 街坊是市区联
合储备项目，征收范围（旧城区改建
范围）东至贵阳路，南至波阳路，西至
原新华树脂厂，北至平凉路，涉及被
征收居民和非居住单位共 588 产、
700户。

波阳路189号是冯仁涛、冯仁浦
两兄弟的家，年逾 60 的兄弟俩出生
在此，关于住房的心酸往事历历在
目。解放前，兄弟俩的父母从苏北
来到上海“闯荡”，母亲摆水果摊，父
亲开理发摊，靠着这些营生，一家人
在上海扎下根，也在此搭了简式房
屋居住。到了70、80年代，简陋老旧
的房屋已无法为家人遮风挡雨，“外
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的状态一
直持续了很久。1993 年，儿子们即
将成家，兄弟俩就将老房子翻建成
两层瓦房，再后来随着第三代出生，
200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兄弟俩把
房子翻建成了如今面积为 114 平米
的4层小楼。

虽说一再翻建，房子从茅草房变
成了楼房，但兄弟俩还是盼着旧改。

“翻建只能解决居住问题，却不能解
决生活配套所需。周边环境脏乱差
解决不了，翻建多了，每家都搭出来
一点，道路越来越小，严重影响通行、
通风和采光。”

比比皆是的“一线天”景象，更让
波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丽玲担忧

的是，其中潜藏的各种安全隐患。“用
电、用气、用煤安全隐患多，多数房屋
遭白蚁入侵，存在倒塌风险……居民
迫切想通过旧改改善居住条件。”

破解：从“失联家庭”入手

不同地块问题不同。杨浦区第
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基地项目经
理高云生介绍，134街坊人户分离情
况普遍，征收工作人员面临的最大难
题是许多家庭无联络方式、无个人信
息。征收事务所克服重重困难，与定
海路街道、定海派出所、波阳居委会
等部门协作，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找
到所有失联人员，确保基地意愿征询
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区旧改指挥部、征收事务
所与居委会联动，创新工作方法，多
举措助力签约。依托居民区党总支，
摸清基地内老、弱、病、残和优抚对象
等特殊困难家庭，以点带面推进基地
整体签约进度。线上公众号信息推
广与线下宣传相结合，召开政策宣讲
会，以解读焦点诉求、补偿金额计算
示例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让居民了解
征收政策和补偿方案。组建志愿者
服务队，为居民提供即时帮助，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同时，全面发动干部参与旧改征
收推进，“分片划块”将工作落实，分
组实施对口联系和定期走访，在促进
签约、矛盾化解、帮困解难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征收事务所围绕基地
推进重点、难点，精心设计，开展劳动

竞赛，通过设立签约先锋奖励，颁发
流动红旗，进一步激发一线征收人员

的参赛热情和工作活力，确保基地高
比例、高品质完成整体签约。

江浦路街道 159 街坊东至飞虹
路 722 弄，南至飞虹路，西至原上海
自行车厂，北至辽源西路，涉及被征
收居民和非居住单位 81 产、125 户，
居住环境同样窘迫。

穿过一条条羊肠小道，记者来到
飞虹路 720 弄 123 号叶玉兰的家，她
正在打包行李，准备搬离住了大半辈
子的老房。61岁的叶玉兰告诉记者，
这栋两层老房属于她及其哥哥、姐姐
三户人家，是父母留下的。“这里原来
是上海绒布厂集资建的房子，工厂把
地皮给你，各家自己来造，我们这栋
房子是1957年建成的。”

走进这栋 63 岁“高龄”的老房，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重的霉味，即便
屋外艳阳高照，屋内因周边搭建物的
遮挡，还要开灯。只见墙面布满渗水
印记，五斗橱等家具上放着各种盆盆

罐罐，叶玉兰说这些是用来接水的。
“老房子漏雨，有时晚上下雨，我

们睡觉睡到一半，发现雨水把被单都
打湿了。这边几乎每户人家房外都
要堆一些瓦片，每隔两三年，就要用
这些瓦片把屋顶翻新一下，这些瓦片
现在买不到了。”老房如今多成了危
房，每逢暴雨、台风、寒潮等极端天
气，辽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飞都要
来此值守，以保安全。

破解：从房屋面积认定入手

159街坊虽说只有81产、125户，
但在圆梦新居的道路上，却经历了一
段艰难的历程。此前已经历了 4 次
动迁，最早的一次是在上世纪 80 年
代，原自行车厂建厂房时曾完成一部
分动迁，再后来的3次动迁都因种种
原因都未能成功。

据区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

基地项目经理熊平介绍，此次旧改也
遇到了诸多困难。经过4次动迁，许
多老房的产权、房屋结构发生了变
化，加上房屋建于解放前后，经历多
次翻建搭建，给房屋面积认定带来极
大困难；很多居民观念还停留在过去
的动迁年代，并认为该地块区域位置
较好，对此次征收有较高心理预期；
基地私房比例高，81 产中有 80 产为
私房，其中又有近 50%为共有产，很
多家庭矛盾在旧改中显露出来。

为此，征收工作人员在房屋面
积认定上花了大量功夫，多次前往
区房地局、区规划局、区档案馆及街
道市政科，查阅、对比老资料。征收
事务所及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先
后开展4场政策宣讲会，引导居民读
懂、吃透征收政策；区旧改办、街道
及征收事务所“三驾马车”分别发挥
政策解释、“老娘舅”、提供具体征收
补偿服务的作用，积极搭建平台，认
真听取居民诉求，释疑解惑、调处家
庭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两大征收基地都
注重将党建融入旧改大局，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一线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区旧改指挥部临时党委的指导下，
定海路街道与杨浦城投集团开展中心
组联组学习，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加快
推进定海滨江沿线地块旧区改造，同
时街道党工委和城投集团党委，波阳
居民区党总支与区第三征收事务所党
支部还进行了党建联建签约。

在 159 街坊，区第三征收事务
所党支部也与辽新居民区党总支
进行党建联建，并联合对基地困难
居民开展“微心愿”活动，给孩子买
一双鞋，想要一床被子、一个电饭
煲……居民搬离前的小愿望都一
一实现了，让居民感受到了旧改的
温度。 ■记者 杨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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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记者 杨晓梅 高靓 张蓓 周琳

本报讯 受 4 号台风“黑格比”影
响，8 月 4 日至 5 日，本市出现暴雨大
风天气，期间，杨浦各部门、街道积极
行动，确保城区安全平稳运行。

严阵以待筑起“结界”
8 月 4 日 3 时 30 分前后，“黑格

比”（台风级）的中心于浙江乐清沿
海登陆，并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
各部门、街道严阵以待，提前部署开
展各项防御准备工作。

区建管委对各工作条线开展防
汛防台检查，全面落实各项防汛准
备工作。对区内黄浦江及内河沿线
堤防、各类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进
行了检查，要求落实值班值守人员，
做好设备维保调试，并根据要求进
行了预降水位；对区管市政排水泵
站、下立交泵站、五角场下沉式广场
周边泵站和各类排水管网进行疏通
养护，移动泵车和抢险队伍也已到
位；针对公共停车场（库）、玻璃幕墙
等其他涉及防汛防台的重点部位和
薄弱环节进行了排查梳理，要求各
责任单位落实防汛防台物资，加强值
班值守。

杨浦在建工地多、工程量大，工
地安全不容忽视。区建管委对区内
195 个建筑工地和各类市级重大市
政项目进行摸排检查，对易受大风
影响的塔吊、高空作业设施、临边围
护、临房简屋等采取必要的加固措
施。同时要求各项目适时启动预
案，并做好现场物资储备、排水系
统、临设加固、基坑安全等自查工
作，对存在的隐患及时整改消除；加
强各级安全宣传教育，落实应急撤
离地点。

为保障百姓“头顶上的安全”，区
城管执法局将户外广告、户外设施、
店招店牌作为执法及检查重点，分时
段、分小组开展执法检查。针对老旧
的店招广告等户外设施，执法队员仔

细查看其结构框架固定螺丝等隐患
部位有无锈蚀、脱落等情况，一旦发
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对正在安装、
维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执法队
员认真核对其各项行政许可及审批
手续，一旦发现未经许可等违法行
为，一律责令停工并约谈当事人。同
时，区城管执法局安排人员交替巡查
在建工地，检查各处文明施工的落实
情况，包括工地内暴雨积水、高空坠
物等各类隐患。

暴雨来临后，道路排水能力将
经受极大考验。区环卫部门及时
清扫路面垃圾、淤泥，清理易涝点
道路排水口周边落叶、垃圾；杨浦
绿化工人则抓紧做好公园树木、道
路行道树防台疏枝，新种树绑扎固
定工作。

此外，各街道积极按照防汛工
作指示，将防范台风的相关要求传
达至各居民区，利用小喇叭、社区微
信群、小区告示屏等形式，提醒并引
导小区居民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同
时，居委会干部会同社区民警、物
业、志愿者，对车棚、地下车库、泵
站、楼顶等重点区域开展防台防汛
检查。

行动迅速化解险情
8月4日晚对于杨浦消防救援支

队全体队员来说又是一个“不眠夜”，
针对台风对本区的影响情况，杨浦支
队及时调整力量部署，针对前期暴雨
天气中出现内涝的区域加大排涝和
救生等力量装备部署，提升消防员高
空取物等警情的安全防护措施。同
时，启动社会联勤保障机制，备足应
急保障物资，完成所有执勤车辆和防
汛器材检查维护。

受台风影响，杨浦区内高空取
物警情逐渐增多，多数是由于前期
未对建筑外物件进行加固，加之台
风期间风力强劲，使得受损物件随
时有坠落危险。在双阳路某小区，
消防员一连接处三起关于建筑物外

空调外罩坠落警情，消防到场后通
过翻窗、钩取等操作，完成对警情的
处置，同时也告知物业在台风结束
后需要对空调外罩开展检修，以减
少类似情况发生。

据统计，8 月 4 日 12 时至 5 日 8
时，杨浦区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出警56
起，其中火警出动6起，涉及台风的抢
险救援警情 50 起，均为高空排险；共
出动抢险救援车辆 74 辆次，指战员
426人次。

4 日晚，受台风暴雨的影响，本
区扬州路近许昌路、永吉路、四平路
等路段大量树枝被风吹断。为避
免断枝阻塞交通，杨浦绿化公司应
急处置队迅速开展清理，保证道路
畅通。

除了树木，狂风还对部分道路
设施造成破坏。8 月 4 日晚，延吉新
村派出所民警途径周家嘴路内江路
时，发现隔离带被大风吹倒，长达数
十米，影响了周家嘴路主干道车辆
的通行，对此，民警立即上报情况，
并会同增援警力扶起隔离栅栏，维
护道路安全，确保不发生次生事故
及灾害。当晚，周家嘴路近江浦路
段机非隔离栏倾倒，江浦路街道管
理办、城管中队及北横通道施工单
位应急队伍等二十余人对倾斜机非
隔离栏进行复位和简易固定，消除
安全隐患。

台风带来的暴雨也造成本区部
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短时积水。8
月 5 日一早，雨势渐强，黎平路积水
较深，杨浦环卫部门抢先清理沟眼
附近落叶等垃圾，加快排水；大桥街
道荣丰花园小区内，物业管理员及
时抽取地下车库积水；长海路派出
所民警坚守翔殷路隧道入口处，对
车辆进行疏导分流，确保交通主干
道的顺畅与安全……本区各相关人
员在防台防汛一线全力以赴，为守
好城市“安全线”，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以及城区平稳运行贡献
力量。

杨浦城区平稳运行得到全力保障

图片由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台风“黑格比”与上海擦肩12小时，他们积极行动！

（上接第1版）创下本市超大型基地首
日签约最高最快纪录，很多居民已经
迫不及待地搬去新居。

89 街坊只是杨浦旧改的一个缩
影。今年，杨浦启动了一批这样的旧
改基地。同样也在 7 月正式启动的
129、130街坊，涉及3600户居民，是原
本停滞十多年的毛地项目。正式签约
第一天即高比例生效，意味着通过“一
地一策”，杨浦区毛地地块征收取得实
质性成果。

回应群众呼声
在 1 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内，薛

侃接听并回应了6 个居民来电，相关
街道和职能部门也第一时间进行现场

反馈。
让人又爱又恨的共享单车

60 路公交车终点站站长郑先生
反映，逸仙路仁德路路口共享单车停
放太多，影响公交车出站，且为交通安
全埋下众多隐患。“夏令热线”记者陆
兰婷在现场了解到，该路口是紧邻轨
交江湾镇站的一个交通枢纽，停放了
很多共享单车，有的堆放在人行道和
斑马线上，甚至堵住了出站道口。

薛侃要求相关部门合理规划、科
学投放，注重事前报备和事中事后监
管，防止共享单车无序发展。在加强
政企合作的同时，加强属地管理，强化
街道责任。

扰民的蚊虫
市民徐女士反映，自家附近的华

光啤酒厂在2017年就已空置，杂草丛

生、蚊蝇孳生，给生活造成困扰。
薛侃要求涉事企业与规划部门对

接，尽可能将土地转型利用起来。对
因老旧厂区闲置造成的环境脏乱差问
题，属地街道社区要组织发动群众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让文明城市的创建
不留薄弱死角。

提心吊胆的电梯
长阳路2021弄居民反映，小区的

高层居民楼有两部电梯已运营超过
30 年，检验报告都合格，但经常出现
故障。

薛侃表示，房管部门一定要重视
安全问题，建议由街道牵头组织物业、
业主委员会，加快有关居民征询工作，
尽快推动老旧小区电梯的大修与改
造，消除安全隐患。全区范围内应开
展更深入的调查与摸底，抓紧进行安

全风险评估工作，为老旧电梯改造提
供依据。

无人问津的“僵尸车”
市民余先生反映，杨浦区包头路

1150弄城市名园小区内有10多辆停放
多年无人处理的“僵尸车”，占用小区宝
贵的停车资源，同时也带来安全隐患。

薛侃表示，“僵尸车”占用公共停
车位，物业首先要负起责任加强管
理。可以先建立停车公共自治公约，
推行居民自治，形成共同的约束力和
规范。必要时可以采取民事诉讼、公
益诉讼等法律手段保护居民利益。

“不便民”的便民健身步道
市民反映黑山路和虬江河边上的

健身步道开放时间不合理，无法满足
健身需求。

据了解，健身步道开放时间是根

据疫情防控情况调整的，薛侃建议在
保证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多征求周边
居民意见，适当调整开放时间。

“不开放”的睦邻中心
市民易女士反映，控江路街道睦

邻中心休息区满足不了需求，按摩椅
闲置却不对居民开放。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睦邻中心
采取预约制进入，部分居民并不了解
这一情况。薛侃表示，为老服务还有
不足之处，区民政局应协调相关街道
抓紧改进相关工作。

薛侃强调，除了要把热线中反映
的个案尽快处理好，还要在全区范围
从制度机制上寻求解决之道。各级、
各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
度，从善如流，重视解决好每一件民
生事。 ■成佳佳

杨浦区滨江治理联合会成立助力打造“人性化城市” 切实将政府系统廉政工作推向深入

从善如流重视解决好每一件民生事

（上接第 1 版）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杨浦广大社
会组织，要胸怀“为民心”，做人民城
市的积极建设者。希望大家深入学
习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坚持党建
引领，充分发挥凝聚共识、聚合力量、
协调各方的作用，聚焦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杨浦打
造“五个人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中心城区。要胸怀“卓越
心”，做滨江发展的有力助推者。希
望大家积极参与杨浦滨江开发建设
与管理，充分发挥滨江治理联合会的

作用，为杨浦滨江加快建设人民城市
示范区聚智慧、聚资源、聚人气，共同
把杨浦滨江打造成为世界级会客厅
和上海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为上
海奋力开创新时代发展新奇迹贡献
杨浦更大力量。要胸怀“绣花心”，做
城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希望大家
聚焦加装电梯、“三微治理”、垃圾分
类等细微处，积极实践科学的治理理
念，创新管用的治理手段，形成丰富
的治理成果，以绣花般的耐心、细心
和巧心，助力杨浦打造“人性化城市、
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

会上，杨浦区滨江治理联合会揭
牌成立，未来将吸纳滨江沿线的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

共商共议、共建共享滨江治理。今年
上半年，杨浦向全国社会组织发出了

“社会组织参与滨江治理金点子”的
征集号召，经过筛选，峰会现场公布
了16条金点子。

据介绍，杨浦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的过程中，坚持为社会组织上好“政治
课”，通过能力建设培训、专题宣传等形
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理论教育。
同时，坚持引导社会组织创新作为，推
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老公房加
装电梯、物业管理、调解社区邻里纠纷
等方面积极作为，并推出了《杨浦区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引导目录》；推动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向社会组织
发出对口帮扶的号召，牵线搭桥社会
组织与对口帮扶地区进行村社结对、
提供资金帮扶与带教服务。 ■张蓓

（上接第1版）让政府运行更透明，监
管方式更高效，以权力“瘦身”推动反
腐“强身”。在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
制约中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牢
固树立法纪思维、程序意识，把严格
依法行政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
抓手，进一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切
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加快
作风转变中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
设。越是特殊时期，越要拿出特殊的
精神作风、特殊的担当作为，坚决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重心放在
重实际、求实效、干实事、干成事上，
放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上。

要落细落实“四责协同”，切实
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政的

责任扛在肩上。责任要压
实。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

要做好践行“四责协同”的表率，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作为第
一责任人，要管好自己、抓好班子、带
好队伍。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落实

“一岗双责”，根据分工切实抓好分管
部门党风廉政工作。推进要统筹。
党风廉政建设要与经济工作、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
落实要问效。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依法依规严格问责，处理
好严管与厚爱的关系。

区领导陈志康、李雅平、徐建
华、曹曦，区二级巡视员邵志勇出
席。各委办局、街道行政主要负责
人，区属有关单位、企业集团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 ■成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