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青岛市南京路 110号 半岛一号通：96663 零售：1元 半岛网：http:/ /www.bandao.cn 采编作风监督电话：80889756、80889909
广告业务电话：80889888 广告许可证号：3702004000699 印刷：半岛都市报社印刷厂 本报法律顾问：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266071

A16 视点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 纪晓萌 美编 于娟 审读 昝阳

晴，南风3～4级，13℃～ 19℃。

15

4月19日

阴有小雨转多云，东南
风 3～ 4级，12℃～
18℃。

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
3～ 4 级，1 0℃～
20℃。

浪向南，
水温11.3℃。

第一次高潮在01:35，潮高3.25米；

第一次低潮在08:19，潮高1.20米；

第二次高潮在14:27，潮高3.70米；

第二次低潮在21:05，潮高1.60米。

双色球（2024043期）
红球：04、06、07、14、15、

24；蓝球：08

福彩3D（2024099期）
1、9、0

排列3（24099期）
1、0、2

排列5（24099期）
1、0、2、5、4

晴，南风3～4级，11℃～ 16℃。

晴，南风 3～ 4 级，1 3℃～
24℃。

晴，南风 3～ 4 级，1 3℃～
24℃。

晴，南风 3～ 4 级，1 2℃～
20℃。

晴，南风 3～ 4 级，1 3℃～
24℃。

晴，南风3～4级，11℃～24℃。

4月19日

晴转阴，南风3～ 4级，相
对湿度50%～90%，最低气温
12℃，最高气温17℃。

4月20日

4月21日

0.6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4月20日浪高0.6增至1 .2米，水温
11.7℃。
4月21日浪高1 .2减至0 .6米，水温
12.0℃。

他们为何集资4.7亿
将小区推倒重建？
杭州浙工新村500多户居民自筹资

金约4.7亿元将小区推倒重建，整体更新
费用约5 .3亿元，不足部分由旧房改造、
加装电梯、未来社区等专项资金补齐。
2023年11月28日，改造项目正式开工，
小区原有13幢房屋已拆除完毕。按照规
划，浙工新村将新建7幢11层的小高层，
全部安装电梯，实行人车分流，还配建了
地下车库。工程将于2025年底竣工。
一时间，此事引发广泛关注。有人

羡慕这种模式，期盼自己的小区早日集
资重建。前不久，浙工新村的创新模式
“上了户口”——— 近日，浙江省《关于稳
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发布。《指导意
见》明确了相关流程和支持政策。在4
月11日的新闻通气会上，浙工新村的
案例正式被介绍推广。
政策反馈迅速且积极。这几日，杭

州多个老旧小区几乎同时启动自主更
新民意调研，不过，相关工作具体开展
起来，现实可能会“泼一盆冷水”。总结
普适经验和成熟路径的同时，也要关注
浙工新村的特殊禀赋。在自主更新整体
思路的指导下，各地老旧小区改造仍要
注意因地制宜，切勿冒进和盲从。

争议焦点在资金自筹
开工前7个月，关于浙工新村推倒

重建，工作组开始入户征求意见，若要
项目最终成形，签约率要达到100%。
参考旧房征迁的价格体系，业主承

担的改造费用为1350元/平方米，并且保
证重建后原地置换的房屋套内面积与原
房屋基本相等。若选择不扩大原本房屋面
积，75平方米左右的旧房，改造费用大约
为10万元。扩面价格为34520元/平方米，
最多能扩大20平方米，再加一个22万
元左右的车位，一套原来75平方米左
右的旧房，最终可改建成105平方米左
右的新房，花费约100万元。
10万元到100万元，是浙工新村居

民出资的价格区间，500多户居民加起
来，共同凑起80%的建设资金。
争议的焦点在资金自筹。“以前认

为，住房条件改善应该由政府兜底。”浙
工新村所在的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街道
党工委委员贾磊说。有人认为新建房扩
面部分价格太高。还有一部分投反对票
的居民，“年纪大的不愿意折腾，再建好
搬回来起码要两三年时间”。
第一轮征求意见过后，同意自筹资

金、原拆原建方案的居民占了91%。拱
墅区从各个单位各个街道抽调了30多
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工作人员数
量达到近100名，组成攻坚组，重点给
居民讲解政策，前前后后共进行了6轮
入户动员。
迫切要改建的居民也会劝说仍未

签约的居民。不想出钱的居民想等政府
征迁。但现实的情况是，常规的征收模
式运行至今，政府快要吃不消了。同时，
自主更新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原
拆原回，房屋数量一套不多一套不少，
政府不会征用一寸土地，同时给小区增
加适当的配套空间，并适当增加停车
位。”贾磊说。
很快，签约结果出炉，签约率达到

99 . 8%。仅差一户未签约。已签约的
547户居民联名签署申请书，强烈要求
启动小区更新项目。这次，浙工新村的
改造终于实现。

30年的C级危房
浙工新村居民提升住房质量的迫

切心情，要从30年前说起。早在1993
年，浙工新村67幢便被鉴定为“局部严
重损害房”。30多年过去了，这已是他
们距离推倒危房最近的时刻。
20世纪80年代，浙江工业大学从

衢州搬至杭州，宿舍分期分步一幢幢建
造起来，最早的一幢建于1983年，最晚
的一幢建于2000年。
建筑质量问题让居民苦不堪言：关

窗户需要用蛮力才能完成；关防盗门时
不时要用到锉刀，切削一点门窗边缘，
不然关不拢；不少住户承重墙出现裂
缝，最长的有70厘米；沉降的房屋挤压
大门，锁芯时时刻刻“变形”中，用钥匙
开不了锁，只能爬墙进门……
发现安全隐患后，浙江工业大学作

为原产权单位，曾于1998年对67幢进
行压桩加固，2000年对74幢进行全面
加固，但效果并不明显。后续20年间，
浙工新村房屋前后进行了 5次鉴定。
2014年，杭州启动对全市老旧小区的
摸底排查，鉴定结论是，包含67幢，66、
64和74幢同样被列为C级（分ABCD
四级，D级的危险程度最重）危房。
按照政策，最大可能排除安全威胁

的办法是维修加固，居民们无法接受：
“房子是加固过的，不论是整体还是局
部，结果呢？越加固沉降越厉害，这样的
方案根本行不通，到后来一定就是‘把
钱丢进了烂泥巴’。”
浙江工业大学曾提出换房，大家也

不同意。“学校说别处有一些房子，可以
换给我们住，但那里太远，大部分老师
都要在本部上课，根本不现实。”
2015年，区里将 4幢危房列入

“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解危名
单，提出成片改造的新模式，并向杭州
市房管局汇报作为全市首个成片改造
试点项目，获得认可。不过摸底调查的
结果却让人失望——— 因为没达到全小
区 90%同意成片改造的最低启动比
例，事情熄火了。
随着时间推移，情绪日益积累，推倒

重建的意愿在居民间逐渐统一，“拧成一
股绳”在浙工新村逐渐成为可能。这也成
为日后实现自主更新的先决条件。

7种户型的“积木”学问

2023年4月23日，浙工新村有机更
新项目启动。项目84天完成签约，66天完
成腾房。居民意见达成相对一致只是小区
实现自主更新的基础。推倒重建一个小
区，涉及多项政策上的探索和突破。在此
之前，政府的相关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已
进行了近一年。项目启动后，浙工新村成
立自主更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每幢楼
推选出的居民代表组成，采取委托政府部
门的形式实施项目改造，并参与到提出改
造申请、设计户型方案、建设质量监督、优
待政策制定等各个环节。
设计单位为浙工新村提供了“定制”
服务。设计单位将户型浓缩为7种，提
供给居民选择。项目推进过程中，设计
单位一度茫然，因为居民需求在变，每
种户型需要建造的数量也一直在变，贾
磊描述：“和搭积木一样随时调整。”建
成后的小区，每套房的面积、架构和居
民提交的申请一一匹配。
小区改造期间，居民需在外租房，

完成过渡。为配合更新项目推进，政府
准备了50多套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
的可用住房，出租给浙工新村年长居
民。小区整体竣工后，居民将通过抽签
等形式选中房源，之后再支付相对应的
款项。去年11月28日，浙工新村正式开
始重建。这标志着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
模式探索取得阶段性胜利。
不过，“只能说这个试点目前看来

成功了。”贾磊很谨慎，“相似路径是否
其他小区也能走得通？还是未知数。”
4月11日，浙江省建设厅就《关于稳

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试行）》召开新闻发布会，提
出通过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
试点工作，引导群众从“要我改”到“我要
改”，按照提出项目申请、制定更新方案、
组织审查审批、开展施工建设、组织联合
验收等步骤实施，并明确可适当增加居住
建筑面积、增配公共服务设施等。
什么是老旧小区的自主更新？1年

前，贾磊刚跟居民进行沟通时，只能用
“原拆原建、自主筹资”等笼统的方式解
释；1 年后，他已经能提出明确定
义——— 以居民自我申请、自我要求及委
托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
和住房改造。
试点和探索的意义在这一刻清晰

起来。接下来，一批多种类型的自主更
新模式案例将在浙江乃至全国多点开
花。 据央视网

浙工新村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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