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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

阳光照到家门口
———新风居民区 721弄的“非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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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结对帮雏鹰
救助顾问助成长

小怡，是天山路街道一户低保
家庭里的孩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
小怡父母文化程度低，也没有稳定
的工作，除了生活上的照料，在小怡
的学习上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眼看
孩子偏科严重，成绩下滑，想给孩子
补习却又囊中羞涩。
一次日常的走访让社区干部了

解到这个情况，社区干部立即联系
了“家庭救助顾问”团队，为小怡家
庭定制了个性化的帮扶方案。由大
学生志愿者小丽姐姐每周末对小怡
进行“一对一”的语文、数学、英语
三门课程的作业辅导。平时还可以
通过微信交流辅导。经过一段时间
的辅导，小怡原先“弱项”的英语成
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学没几天还
被推选为小队长，一家人都高兴不
已。街道还为小怡的父亲提供了就
业指导，推荐他参加技能培训，帮助
小怡一家走出困境。
近年来，天山路街道把教育救

助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开展“困难
学生结对帮”活动，组织志愿者与
困难家庭孩子结对，定期上门进行
课业辅导。2018 年至今，共帮助了
65 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大学生志
愿者小丽就是其中之一，她这次和
小怡“结对成功”，动情地说道：
“感谢政府这么多年一直资助我
学习，这次是我回报社会的好机
会，我一定当好小怡妹的学习顾
问。”
街道表示将进一步整合社会救

助力量，开展精准化“一户一策”帮
扶救助工作，解决困难家庭的根本
问题，构建陪伴式救助服务新模式。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特约记者 姚志康 整理报道

2020年 8 月末，新风居民区玉屏南路 721 弄
30 号至 38 号的 180 户居民终于摆脱了半个世纪
的厨卫合用的困境，有了各自独立的厨房和卫生
间，过往挤在一处磕磕碰碰、龃龉摩擦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

然而，这件惠民好事却是好事多磨。 故事还
得从头说起———

“阳光啥时候照到家门口”

新风居民区老底子是古北一村。上世纪 80
年代末，古北一村的小平房排屋推倒改造，建起
了现在的沿古北路的多层住宅楼。在这批多层住
宅楼的里面包裹着三幢建于 1967 年的简易公
房。这三幢简易公房是当年被天原化工厂包裹的
市圈里老宅子居民的动迁安置房。5 层砖混结
构，没有卫生间，在楼道中间砌一个倒粪池（厕
所），家家户户需要拎马桶，厨房是几户合用。就
是这样的安置房在当年算是不差的，毕竟这批市
圈里老居民当年摆脱了化工厂有毒有害气体的
侵袭。
时过境迁，当历史的时针指向新世纪，居住

其中的居民生活状况就愈发糟糕了。三户居民在
一个并不宽敞的厨房内做饭，还得在里面洗漱，
挤来撞去。居民高师傅说：“冬天上厕所冷得不
行，里面有人还得排队等着，内急了就得敲门催
促……”如此这般的生活环境，纠纷难免。闹厉
害了，居委会出面调解是家常便饭。
721 弄的居民们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从 2015 年开始，有居民代表就曾
多次到市、区，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去上访，强烈
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有关部门当时的回复是，
721 弄 30 号～ 38 号不具备改造条件。居民们当
时十分沮丧，悲叹道：阳光啥时候能照到阿拉的

家门口！

“阳光”来了，却是一波三折

2017 年，长宁区委、区政府把全区范围的非
成套房改造列入政府实事工程项目。天山路街道
非成套改造面积占全区的近 80%。新风居民区
内这三幢非成套老公房于当年 12月启动改造征
询、签约工作。街道党工委书记潘敏亲自走访改
造户，倾听居民意见。居委会干部偕同街道分管
领导和设计师倾听改造户增容分割的设计意见。
居委会因势利导，向居民们大力宣传非改惠民政
策，又召开楼组长、党员与居民骨干会议，动员他
们带头签约。首轮征询后的非改意向签约以
90%以上的同意票通过。
按照非改操作流程，2018 年初紧接着开始

了第二轮非改施工签约工作。开始比较顺利，但
很快风向起了变化，大多数居民不肯签约。一了
解，原来部分居民看着周边地块被征收居民的安
置回报，眼红了，产生了“政府征收一步到位”的
想法。再加上 721 弄的居民大多数又有
非亲即故的关系，使得相当一部分想改
造但碍于情面的居民，在个别阻挠非改
居民的游说裹挟下，也不肯签约了。任凭
工作组和居委会的百般劝解，“疙瘩”解
不开，一度陷入僵局。街道主要领导在获
悉居民区遇到困难后，会同区非改专班
领导数次组织第六工作小组成员和设计
师深入居民区进行会商，请居民参与到
社区治理与非改工作中来。让居民代表
和设计师面对面洽商设计方案的优化。
设计师很快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又根
据 38号楼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特点，决
定先在 38号推进签约工作。
方案既定，居民区党总支闻令而动。

在党总支书记徐晶樱的带领下，居委干部

们“5+2”“白+黑”，先召集 38号楼里的几位楼
组长、党员和居民骨干开会，动员他们作出表率，
先行签约。骨干们积极响应，继而再做邻里、亲戚
的工作。“滚雪球”效应显现，38号楼的非改签约
率很快达到了90%，具备开工条件。

以点带面，逐个突破跟进

38 号楼租非改签约达标以后，第六工作小
组与居民区将签约工作重心转到 30 号至 36 号
楼组上来。在 38号楼组签约达标的示范效应带
动下，一部分居民思想发生动摇，觉得期盼“一
步到位”不现实，还是先接受非成套改造为好，
于是跟着签下同意非改的合约。但 30号至 36号
楼的签约率迟迟未达到可以开工的比例。第六工
作组决心打破这一停滞不前的局面。经过排摸分
析后，组长刘励钦带领居民会干部再度登门做工
作。先后做通了 36号 105室、308室、307室，32
号 407室，34号 305室等观望居民的工作，这部
分居民丢弃幻想，先后签约，并顶住了个别阻挠
签约工作居民的谩骂、围攻压力。这一招打破了
一部分抱团抵制非改居民的幻想，让他们很快从
观望犹豫的阵营中倒向签约支持非改的阵营。非
改签约率快速上升，很快达到开工所需的签约
率。2019年 4月，新风居民区非成套房改造正式
开工。

实事做实，体现自治能量

施工队进场以后，居委会将工作重点放到与
施工方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为顺利施工化解各
类矛盾上。外立面施工必然涉及每家每户的窗
户，有关安全、居民隐私等等问题接踵而至；进户
施工必然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凡此种种，都在双
方紧密配合下，逐一加以克服。
比较典型的问题是 32 号 104、204 两户已

成套业主，就置换户权红线内卫生间的改造方案
达成一致这件事。街道主要领导、第六工作小组
组长、新长宁集团领导与施工队负责人倾注了大
量精力。值得一提的是，楼道内其他支持非改的
居民也做了大量劝说工作，涉事两户居民在邻里
关切下，最后才同意置换改造方案，体现出党的
群众路线和居民自治的强大生命力，让涉事居民
和所有业主都感受到“主人翁”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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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简讯

“兑多多”废物换实惠受欢迎
进入 9月，绿账公益组织“兑多多”先后

出现在新光、天义、三村、仙霞等居民区，开展
居民废弃物兑换粮油副食品和日用品的兑换
活动。参与兑换活动的居民一个个满载而归，
兴高采烈。现场还有便民服务。

（新光、天义、三村、仙霞居委会）

61选区举行人大代表述职会
9 月 24 日上午，长宁区第 61 选区人大

代表述职评议会在新风居民区活动室召开。
富士达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龙代表
向在座的新风、天支两个居民区的代表就自
身学习以及履职情况一一做了详细汇报。

（新风居委会）

各居民区开展普查员培训
9月以来，纺大、友谊、玉屏、紫云、天支、

茅台等居民区先后举行了第七次人口普查
的普查员培训。涉及的普查员、指导员、志愿
者都参加学习，培训内容包括人口普查理
论、实务操作、手机现场模拟及案例解析，确
保 11 月 1 日零时开始的普查登记工作准确
无误。
（纺大、友谊、玉屏、紫云、天支、茅台居委会）

兵妈妈与兵儿子过中秋
9月 28 日下午，仙霞居委会居委干部和

兵妈妈们来到武警执勤三中队、五中队，提前
与官兵们一起庆中秋佳节，因为国庆长假是
武警官兵执勤最忙的日子。兵妈妈与武警官
兵一起学做月饼，一起品尝制作成果。

（仙霞居委会）

党课、品茶两相宜
9 月 18日上午，纺大居民区党总支在纺

大社区离退休干部之家开展以“学党史、品
茶艺”为主题的“四史”学习教育活动，邀请
了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赵恩国老师
作“回首建党初心路”专题党课。街道离休干
部及纺大居民区部分党员志愿者共同参加了
此次学习。

（纺大居民区党总支）

文化进社区活动到“新风”
9月 23 日下午，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在新

风居民区文化活动室内举行“和谐家园 健
康生活”文化进社区活动。活动带来相声、戏
曲、声乐、独角戏等节目，深受老年居民的喜
爱。

（新风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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