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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报

早报12月 10日讯 12 月 10 日，
城阳街道大周村社区举行抓阄分房仪
式，600 余户居民喜迎新居。“不能低
于周边商品房品质”的建设要求更是
让回迁房变身高品质“好房子”。

“激动得一宿没睡着觉，一大早就
赶来现场。”最早来到现场抓阄的江大
爷是土生土长的大周村人，“在这里住
了一辈子，真没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
的小区。”江大爷告诉记者，在他印象
中，大周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
一次搬迁，不过当时条件有限，新房也
都是平房，虽然后来经过多次改造，但
居住条件还是不尽如人意。“厕所都在
屋外，冬天晚上上厕所都要披着棉被，
而且水管每到冬天都会冻住。”这次抓
阄，江大爷抓到了位于7楼的180平方
米的大房子。“拿到钥匙就装修。”江大
爷兴奋地告诉记者。

得到改善的不仅是居民的住房。
“以前村里只有一个篮球场，平时想遛
弯要到村边的马路上。”刚刚抓完阄的
江先生正在小区内溜达，对小区环境
非常满意，“能散步，还有休息的地方，

方便大家平时聊聊天、下下棋。”江先生
指着不远处的休闲区告诉记者。

大周村党总支书记江海梁告诉记
者，大周村回迁房的建设有一个基本条
件就是不能低于周边商品房的建设品
质。在回迁小区开工之前，他们就曾多
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集村民意见。

“由于我们的房子楼层较多，很多村民担
心乘坐电梯不方便，所以我们将原来设
计的两梯四户改成了一梯一户。”江海梁
告诉记者，户型上也充分照顾居民的意
愿，针对多代同堂的居民也设置了 180
平方米的大户型，满足居民的需求。

大周村社区位于城阳街道环城路以

东、靖城路以西，于 2020 年启动旧村改
造，安置区占地面积7.38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 20.28 万平方米，规划安置房
1278套，共规划建设16栋住宅楼，分东
西两个小区，全部采用地下停车、人车分
流，户型设计南北方正、全明通透。此
外，安置区还配套建设了幼儿园，方便社
区儿童就近入园。同时建成的还有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居民
健身场地等。

自2022年以来，城阳街道共实施西
旺疃、沟岔、小周村、大周村、西城汇5个
社区旧村改造，其中4个社区已完成回
迁，涉及居民 2036 户。目前，全街道已
累计完成31个社区的旧村改造任务，共
建设安置楼约 390 万平方米，安置居民
2.2万余户。

今年以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
力保障我市回迁安置工作顺利推进。今
年稳步推进138个城中村改造，27个村、
2.5万套安置房已封顶，11个村、9000套
安置房基本完工，21个村回迁分房、1.5
万户居民喜迁新居。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摄影报道）

早报12月10日讯 2024 年市政府
部门“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
评议”活动已经启动，青岛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亮出老旧小区改造成绩单：今年
全市共改造老旧小区 433 个，改造面积
1016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13.26万户。
截至目前，433个老旧小区已完工408个，
剩余的小区将于年底前全部完工。

改善环境为幸福加码

在市北区绍兴路 200 号，居民林阿
姨看着改造后的小区，满意地笑了。小
区里，曾经破旧的居民楼外立面换上了

“新衣裳”，布满坑洼的道路重新硬化后
变得干净整洁，规划的停车位整齐划一，
过去功能单一的门球场变身儿童游乐和
健身功能相结合的全龄活动区。

“市北区绍兴路 200 号建成于 1998
年，共有10栋住宅、294户居民。由于年
久失修，小区存在楼顶漏雨、墙皮脱落、
绿化老化、道路坑洼破损严重等问题。”
负责改造工程的青建集团中央商务区老
旧小区改造一标段现场负责人纪金士介
绍，他们的改造方案从居民的实际需求
出发，除了进行外墙保温施工之外，还涵
盖社区安防、社区绿化、社区道路、社区
地下雨污管线梳理整治、屋顶局部修缮、
弱电入地、停车空间优化等相关内容。
建筑内部则增设了楼梯扶手、增设灭火

器，对公共区域的强电线路也进行了规
整，统一更换了楼梯间照明灯具，公共外
窗也进行了更换，另外包括单元门、信报
箱都做了统一更换。

把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在八大湖社区田家花园改造后的街
心公园里，有不少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
阳、拉家常。“在以前这可真不敢想。”市民
董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田家村改造，她
家从平房搬入了现在的楼房。改造前，社
区这片空地上长满了杂草，而且地面不
平，老人是不敢来这里散步的。改造之后
一切都大变样，这片空地不仅重新进行了
绿化，而且修建了连廊。“田家花园终于有
了‘花园’。”董女士告诉记者。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
关注房子的功能、质量、居住体验等，通过
科学改造，把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住建部
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老房子的改造不

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翻新，同时也要满足
居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以田家花园改
造为例，将文化艺术元素融入小区更新改
造全过程，深度挖掘和展现片区历史发展
脉络，因地制宜打造属于片区居民自己的
文化街区品牌，在进一步完善小区基础设
施功能基础上，传承延续历史文化底蕴，
激发群众的文化情感共鸣。

“大物管”让小区“逆生长”

让旧小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跟上时代
变化的步伐，也是今年岛城老旧小区改
造的内容之一。还是以田家花园为例，
在其所在的永嘉路二片区，整合产业、公
园、养居三大板块，在全区首次试点“街
区”一体化改造，推进实际意义的完整社
区建设，以“社区生态健康活力轴”和“新
田路·幸福里社区生活轴”为两大轴线，
扩展布局六大功能节点，打造社区便民
15分钟生活圈，3分钟见公园，5分钟逛美

食街，15分钟内学校、商业、地铁全覆盖。
辛家庄社区在湾仔小区老旧楼院改造

过程中，提出了“大物管”概念，保证居民在
“家门口”“楼底下”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
服务。“我们对社区内的党群服务中心进行
了迭代升级，科学配置了党员教育、协商议
事、养老助餐、儿童托管、康养健身等13个
功能区。”市南区珠海路街道辛家庄社区工
作站站长姜维告诉记者。在党群服务中心
的老年课堂，记者看到很多老年人正在上
英语课。“有的老年人子女在国外，他们提
出开设英语课程。”姜维告诉记者，这种定
制式的服务，也是社区改造的一部分。而
在服务中心的二楼，记者甚至看到了一家
咖啡馆，姜维说：“这里是社区最受欢迎的
社交场所。”除了这些，这里还提供孩子托
管、专业康复等服务。

当然所有的服务需要运营成本，而社
区采取的方案是由社区将党群服务中心部
分区域作为嵌入式服务场地，免费提供给
区属国有公司旗下的境美物业运营，以低
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让居民享受到优质多
样的服务。同时街道也与境美物业签约，
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坚持“先尝后买”，
运行一段时间后再低偿收取物业费。境美
物业将通过社区嵌入式服务运营和物业费
取得的收入实现“造血”，一部分补贴到卫
生保洁等小区物业服务项目当中，再拿出
一部分每年给社区慈善基金注资，构建持
续健康发展的小区生态。

今年，青岛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共
加装无障碍坡道500余处、电梯94部，改造
提升休闲、健身等公共活动场地25万平方
米，其中，儿童友好活动场地2万平方米，
引入嵌入式养老、助餐、卫生服务站等社区
服务设施10余处。同时，探索实施“小区+
街区”改造模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向老旧
街区改造拓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百姓视角里的城市之变

老房子变好房子 幸福感“旧地升温”
今年全市共改造老旧小区433个 惠及居民约13.26万户

回迁居民住上180平方米大房子
城阳街道大周村社区举行抓阄分房仪式 600余户居民喜迎新居

改造后的田家花园有了真正的花园。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见习记者 纪宣呈 摄

城阳街道大周村社区举行抓阄分房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