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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3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安置
房整治工程，最后一户居民罗女士如约来到社区办公室签
署入户整治同意书。这标志着邢家桥社区的入户整治工程
同意率达到100%。邢家桥安置房整治工程终于接近尾声。

时代变迁，一些见证了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历程的住
宅，如今成了老旧小区。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
境差……这些老旧小区的“通病”不仅是居民的“心事”，也
是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治理的“心病”。

为全面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中央要求加快老旧小
区改造，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
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在邢家桥社区，老旧安置房的改造历程，既是民生工程
的落地实施，也是对社会基层治理的探索实践。

脏乱差旧
改造势在必行

邢家桥社区是整个两江新区直管区内最早开发建设的
区域之一，邢家桥社区安置房修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
多层砖混结构商住楼，共计16栋27个单元，涉及安置房
488套，门面91个，安置1422人。

彼时的邢家桥社区，是附近最繁华的区域。“砖混结构
的房屋虽然现在已过时，但在当时还很洋气，其他地方基本
都是传统木质结构的房子。”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是地
地道道的原住民，一直生活、工作在这里。

因修建时间早，安置房片区的规划布局、房屋标准、用
材用料等都难与现在的小区相提并论，加之又经过20多年
岁月洗礼，该片区从原来人人向往的“新村”，变成了陈旧老
街。“这里配套设施差、安全保障差、市政基础差、卫生环境
差、居住条件差，恶劣的居住环境使得居民强烈希望改变现
状。”据谢兰介绍，488套住房中有465套房屋不同程度漏
水，打伞进卫生间不是个案。

此外，许多居民家中的墙壁已经霉变甚至脱落，强弱电
线也密密麻麻地裸露在居民楼墙体外面，安全隐患极其严
重。

一方旧宅之下，衣食住行掣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
美好生活向往得不到更加充分的实现。无论是从改善群众
居住条件，还是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打造高品质的宜居环
境，提升城市品质出发，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势在必行。

为此，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以城市修补、生态修
复为理念，以安全性、功能性、实用性、观赏性、经济性为原
则，对这一最早开发的区域实施综合整治。

2018年底，邢家桥社区综合整治工程试点楼幢开工，
2019年3月，正式启动整治工程。

群策群力
以“金钥匙”开启新局面

老旧小区改造并非易事，量大面广，情况各异，任务繁

重，远不止是一项建设工作，更多的是一项社会基层治理工
程，需要发动老百姓共谋、共建。

邢家桥社区的这项改造也是如此。起初，社区本以为
这件惠民好事会得到居民极大拥护，但没想到，居民一开始
的支持率只有23%。

据谢兰介绍，和改造相比，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及多元利
益冲突，整治工程从起步之日起就面临着思想观念转变难、
个性需求满足难、施工组织推进难、居民生活保障难、行业
部门协调难几大难题，工程推进举步维艰。

如何充分做好通盘考量，尽可能减少协调和磨合成
本？邢家桥社区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这把钥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倾听居民心声，把
党的领导、依法治理和基层民主治理结合起，让居民参与社
区决策，实现共治共赢。

整治过程中，人和街道党工委成立书记任组长的领导
小组，建立11名班子成员和156名机关社区干部联系楼栋
和居民的“包申请书签订、包矛盾纠纷协调、包违章建筑拆
除、包突发事件处置”责任落实机制，从办公室走到居民家
中，将公文包换成笔记本，挨家挨户做调查、探民情、搜意
见。数据显示，人和街道广大干部接待群众达5000余人
次，征求意见建议1000余条，充分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
遇事大家议、办法大家想、措施大家定、质量大家管，共同解
决最急难愁盼的事。

工作细致
群众从“旁观者”变“参与者”

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也为了让居民住得更舒心，
社区在总方案的大框架下，针对每家每户各式各样的需求，
进行“一户一策”地调整。这意味着，488户居民就有488个
方案，大至结构布局，小至建材选择，居民皆全程参与、民主
决策，僵局逐步被打破，居民同意率逐步攀升，整治改造的
进程也在加快。

由于邢家桥社区安置房小区大部分居民经济条件
并不好，尽管社区给予了补助，但依旧无法外出租房过
渡，因此，只能白天施工，晚上居住，而施工整治必然导致
停水、停电、卫生间不能使用等问题。为此，社区通过设

置移动厕所、淋浴房等措施解决居民生活不便问题，并
对 23户困难家庭组建了帮扶小组，社区干部一对一结
对帮扶。

而不少居民也逐步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不仅
成为了综合整治项目的志愿者，更主动帮工作人员做其他
居民的思想工作。

在整治改造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以谢兰为代表的先
进典型，他们怀揣着“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
的朴素情怀，用千言万语化解了一道道难题，融化了坚冰。
如今，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干群关系渐入佳境。

未来，人和街道还将在该区域建设5层邢家桥社区服务
中心，新增约800个停车位，新建社区公园4000平方米，给
居民提供安全、便利、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让居民共享新
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成果。

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群众愿望强烈，涉及民生福祉
人心向背，是重大民生工程。据各地初步摸查，目前全国需
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上亿人，量大面广，情况各
异，任务繁重，邢家桥社区便是其中一例。

“政府为主导，居民为主体，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着办，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才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
民自治良性互动，才能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才
能把居民的事情办好、办妥。”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
甘敬鸣表示。

以老旧房改造找到社区基层治理“金钥匙”
——邢家桥社区老旧安置房改造始末

“这就是我要住一辈子的房子了！”
——居民黎国萍

“好几个社区都为我捐款捐家具，谢书
记经常给我送油盐肉菜，还把自己最喜欢的
一件红衣服都送给我。这么多人都在帮我，
我相信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居民邢相蓉

“很多都是原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街
坊，没想到打扮过后这么漂亮，差点认不出
来呀。”

——居民邢至珍

“我们都是邢家桥的人，现在不在这里
住，但是这么大的喜事，我们肯定要回来朝
贺一下噻！”

——老居民代莉

“有地方放东西了，我今年香肠做得多，
你们放心吃！”

——居民熊从珍

“婆婆爷爷，快来看！我们家的照片在
中间的桃心上！”

——社区小朋友邢雨峰（化名）

““我祝这里的居民平平安安我祝这里的居民平平安安，，生活越来生活越来
越好越好！！””

———为居民写春联的志愿者刘大爷—为居民写春联的志愿者刘大爷

“大家搬回新家，我比大家更高兴。”
——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

搬回“ ”一起过年 儿时记忆找回来
——邢家桥社区举行新春群众活动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祝广大居民新春愉快、身体健康、生活美好。”天刚蒙蒙亮，在邢家桥社区新年心愿墙上，人和街道办事处主任盛勇写下对居民的
祝福。

1月16日，邢家桥社区举行了“高高兴兴搬新家、欢欢喜喜过新年”新春群众活动，通过入户送祝福、图片展、游园会和团圆宴的形
式，庆祝老旧安置房小区综合整治大变样，大部分居民在春节前高高兴兴搬回“新家”。

“来来来，香肠来了！”
团圆宴上，熊从珍给自

己桌的邻居街坊们加了一
道菜：她自家做的香肠和腊肉。为了跟大
家分享自己的喜悦，她一大早就起来准备
了。盛勇入户送祝福时，她的厨房便飘来
阵阵香气。

“好吃哦，熊婆婆！”“今年第一回吃腊
味哦，要过年了！”同桌的街坊们纷纷称
赞，还不忘问她，“明天小红（李红，熊从珍
的小女儿）就带外孙回来了哦，有没有给
小红留点哦？”

“有地方放东西了，我今年香肠做得
多，你们放心吃！”听到称赞，熊婆婆心情
大好，招呼大家多吃点。

这场团圆宴，摆了140多桌。社区的
649户、928位居民和参与改造工程的部

分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享团
圆席。

为了让居民们吃得好、吃

得放心、吃得开心，社区工作人员提前两
个月就开始筹备了。

“我们不停地修改方案。”社区主任许
光静说，“从最初每家出一个菜的百家宴，
到请‘一条龙’外包，到最终确定用‘外包+
DIY（居民自己动手）’的形式，都是为了既
保证菜品的安全，又照顾居民的体验。”

上午9点左右，在拼接成的长桌两
侧，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甘敬鸣和前书记
蒋兴益，与30多位居民一起包饺子、包汤
圆，忙得热火朝天。

志愿者何均华告诉记者，他昨天就去
超市采购了包饺子的材料。“110斤猪肉、
70斤韭菜、30斤鸡蛋，饺子皮太多，记不
清了……”他说，“之前就联系了超市，为
了保证新鲜，昨天下午才去取。拿不走的
部分，就今天早晨去拿。”

在包饺子的居民中，记者看到一位婆
婆很眼熟。她叫黄淑萍，已经78岁了。
之所以眼熟，是因为社区改造期间，她一

直担任志愿者。
“我包饺子厉害哟！”黄婆婆说道，只

见她将一张盛着馅的饺子皮对折，用右手
拇指把饺子边在左手虎口上用力一摁，包
出来的饺子又饱满又好看。

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也出现在包
饺子的队伍中，“给大家包点饺子，新的一
年每家每户都要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大家搬回新家，我比大家更高兴。”谢
兰告诉记者，社区居民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
邻居，今年房子基本整治完毕，又正好遇到
新春佳节，新年带来了新气象，所以居民们
就自发地提出要准备团圆宴，庆祝集体搬新
家，共同祝福社区的美好未来。

寓意日子蒸蒸日上的梅菜扣肉、象征
家庭团团圆圆的红糖汤圆、预示未来红红
火火的特色烤鸭……居民们围坐在一起，
一边品尝着美味菜肴，一边相互祝酒，欢
笑声、祝福声融合在一起，一道道美味传
递着一份份情谊，现场洋溢着幸福、温暖
的味道。

看着居民脸上的笑容，谢兰的内心暖
意浓浓，“过去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是值得
的，‘不忘初心’就能赢得‘民心’。”谢兰说。

团圆宴吃出邻里和谐

“合家欢乐迎新春”“内
外平安好运来”。刘大爷与
同伴挥毫泼墨，为社区居民

送上一副副新春对联。
刘大爷是两江新区志愿者，68岁的

他，从小就爱好书法。早晨，他刚送完孙
子上学，就来到邢家桥社区新春群众活动
的现场。

“前几天我们已经写了600多副了，
今天还要写200多副！”刘大爷告诉记者，
他听说过邢家桥社区安置房改造的故事，
很感动，收到人和街道的邀请，他就立马
答应了。“我祝这里的居民平平安安，生活
越来越好！”刘大爷说。

这次新春群众活动，突出了浓厚的

“民俗风”，社区院坝举办了包饺子、写春
联、舞狮、画糖人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吸引了许多居民参与。

在新春群众活动的文艺演出舞台上，
既有体现巴渝特色文化的川剧变脸、迎春
狮舞，又有结合了传统文化的旗袍秀等。
这些节目，有街道文艺志愿者精心准备
的，也有社区居民自发编排的。

在情景剧《家和万事兴》中，十位居民
着旗袍亮相，精致的妆容、姣好的身材、自
信的步伐，令居民们倍感惊艳。

“很多都是原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
街坊，没想到打扮过后这么漂亮，差点认
不出来呀。”居民邢至珍说道。

“我们都是邢家桥的人，现在不在这

里住，但是这么大的喜事，我们肯定要回
来朝贺一下噻！”表演完毕，代莉在旗袍外
穿上了羽绒服，招呼着一起表演的3个姐
妹。她说：“我们都是旗袍爱好者，这是第
一次上台，我们相互打气，一起过了把
瘾！”

“对的，我们一起开养生馆，一起接
新房子，现在又一起排练，一起表演。”另
一位表演者说，她们工作忙，就挤时间排
练，为了这次表演，已经准备了半个多
月。

表演者中，有1位18岁的小妹妹。她
是代莉的女儿，今年刚上大一。姐妹们都
说，她俩看起来像一对姊妹花。

其实，这几姐妹已经不年轻了，她们
跟谢兰是老相识，年纪相仿。

“我们生活轻松，不显老，谢兰年轻的
时候也是漂亮得很，只是群众工作太磨人
了。”代莉感慨。

居民自编自演迎新春

“婆婆爷爷，快来看！我
们家的照片在中间的桃心
上！”邢雨峰（化名）小朋友一

边跳着，一边招呼着家人。
新春群众活动现场，10多块展板一

字排开。展板上的图片，承载着社区居民
的集体记忆。在改造接近完成时，社区贴
心地为每一户居民拍摄了全家福，重庆日
报则协助社区，将这些珍贵的照片做成
影展板。

邢雨峰所说的“桃心”，正是其中一幅
展板上，用98张全家福照片拼成的心形
图案。这些照片上，有的居民搬进了新
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摆了一大桌好菜
庆祝“乔迁”之喜；有的还没搬家，便举家
来到社区统一的布景前，怀着对新生活的
憧憬，记录下这幸福的时刻。

心形拼图旁边的几块展板，每一组图

片都记录着一个终于实现的“安居梦”。
杨克惠老人96岁了，是邢家桥社区

年纪最大的老人，6个子女也都是社区居
民。子女们的居住条件，令她揪心。经过
改造，7套房子焕然一新，一大家子人都
回来拍全家福。四世同堂，杨婆婆端坐在
正中，抱着布偶，满脸笑容。

与杨婆婆不同，面对老房子的种种问
题，居民吴修昌经常大动肝火，几次与施
工人员发生矛盾。如今，他跟老伴在新房
子里面带着娃，养着花，有了满满的幸福
感。

黎国萍一直梦想着住上不漏水的房
子，改造过程中，她成为了1名志愿者，经
常巡逻工地，给生病的谢兰熬药。在两江
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
典型事迹报告会上，她作为居民代表告诉
听众：“这就是我要住一辈子的房子了！”

讲完自己的故事，她与谢兰相拥而泣。
在一组图片前，一位居民伫立良久。

重庆日报记者与她交流得知，她正是图片
中故事的主人公邢相蓉。

去年10月，一场火灾把她的房子一
烧而光。图片上，最显眼的是一具沙发残
骸，只剩下被烧成木炭的框架和焦黑的弹
簧，客厅墙壁被熏得漆黑，即便阳光能照
进来，屋里也十分灰暗。

火灾后不久，时任人和街道党工委书
记蒋兴益来到她家里，与邢相蓉聊天，倾
听她的诉求，并对她说：“房子烧了就当把
霉运烧光了，改造工程可以帮你修复，没
伤到人就是万幸。”

“现在，我受灾的房屋已修整得差不
多了，墙壁重新刷白，屋里也变得敞亮起
来了。”邢相蓉表示。

“好几个社区都为我捐款捐家具，谢
书记经常给我送油盐肉菜，还把自己最喜
欢的一件红衣服都送给我。这么多人都
在帮我，我相信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邢
相蓉说。

一张张照片记录真情

“老人家，我们来给您
送‘福’了！”一进门，盛勇就
把准备好的新春礼包交到

熊从珍老人手上。
“你们帮我整好了房子，还来看望我，

谢谢你们！”老人接过礼包，邀盛勇坐下。
最近，熊从珍老人喜事连连。
她刚与老伴搬进了改造后的新家；还

有1天，小女儿李红也将带着刚出生不久
的外孙回家同住。

其实，在房屋改造之前，熊从珍一家
也曾经历过一段“纠结”的日子。

她与老伴收入不高，还患有高血压等
疾病，生活困难。小女儿李红和他们住在
一起，照顾他们。

去年1月，30多岁的李红怀孕。即将
添丁的喜悦让这个家庭有了新的期盼和

希望。不过一家人的大喜事，却也成了房
屋改造的阻碍。

“怀起娃儿，房子动不得！”受固有观
念的影响，也出于对女儿和未出世的外孙
的疼爱，熊从珍一家坚决不同意对房屋的
改造。

“妈妈都是心疼女儿的。”熊从珍的大
女婿，社区党员雷琦琳说，“我们都理解老
人家想要保护晚辈的心，所以就一边给老
人做思想工作，一边想办法解决难题。”

看到了前期改造的效果，经过社区工
作人员和家人的劝说，熊从珍也心动了，只
是小女儿“情况特殊”，迟迟下不了决心。

“社区书记谢兰经常跟我说，娃娃要
在好的环境里成长，劝我早点把房子整
好，带外孙。”熊从珍说，“我听到谢书记得
了癌症做了手术还在忙改造的事，我觉得

我不能再给她添乱了。”
去年6月，熊从珍把怀孕5个月的女

儿安顿到女婿的老家涪陵养胎，在改造同
意书上签字，并当起了房屋改造的志愿
者，与老伴吃住都在改造现场，帮8户不
在社区居住的老街坊保管钥匙，方便施工
队入户施工。

今年年初，熊从珍的房子终于改造完
成，她迫不及待地把房间打扫干净，准备
迎接女儿和外孙回家。

“你看，不到1年时间，外孙有了，适
合娃娃成长的环境也有了。”盛勇说着，与
老人一起将刚送来的“福”字，贴在了窗户
上。

“主任，我跟你提个请求要得不？”熊
从珍握着盛勇的手，说道：“我们社区老人
多，走不了很远，想在社区有个活动室，大
家有个喝茶聊天的地方。”

“我们已经想到了，正在研究设计，争
取今年就动工，大约明年上半年，你们就可
以拥有自己的活动中心了！”盛勇说。

祝福送到居民家中

1月16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社区居民和参与整治工作的部分单位代表共聚一堂，共享“团圆宴”。 记者 龙帆 摄

1月16日，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7栋2-3号，居民李世超与妻子熊从珍正在家中贴福字。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1月16日，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居民李中平正在挂腊肉，喜迎新年。 记者 罗斌 摄

1月16日，新春群众活动现场，居民正在一起包饺子。
记者 罗斌 摄

1月16日，新春群众活动现场，居民自编歌舞，庆祝搬新家。
记者 罗斌 摄

1月16日，百家宴上，社区书记谢兰与居民一起吃团圆宴。
记者 崔力 摄

1月16日，新春群众活动现场，居民们在团圆宴上举杯恭贺新春。
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