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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老旧小区幸福指数

“ 我 在 这 里 住 了 近 3 0 年 ， 以 前 亲 戚 朋 友 不 爱 来 ， 现 在 他 们 都 很 吃

惊 ， 说 你 们 小 区 完 全 是 焕 然 一 新 了 。 ” 昆 明 市 西 山 区 永 昌 街 道 益 康 路

社 区 居 民 王 阿 姨 兴 奋 地 描 述 着 社 区 “ 微 改 造 ” 带 来 的 变 化 。

近 两 年 ， 西 山 区 以 街 道 为 主 体 ， 在 区 城 市 更 新 改 造 局 和 城 管 局 的

部 署 下 ， 通 过 实 施 “ 微 改 造 ” 项 目 全 面 推 进 老 旧 小 区 、 城 中 村 和 示 范

村 微 改 造 工 作 ， 实 现 了 多 个 老 旧 居 民 小 区 的 蜕 变 。  

破解老旧小区居住难题

“以前一抬头，横七竖八都是

电线。有些人家的电动车没有地方充

电，就从楼上随便拉一根电线到院坝

里，每次从底下经过都提着一颗心。”

福海街道船房社区居民孙奶奶说。“水

泥路面坑坑洼洼，一下雨到处都是积

水，雨下得大一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

有。”昆明市西山区永兴路16号院居

民李光珍老人说。

配套设施不完备、公共管理跟

不上，不仅给居民的生活造成诸多不

便，还埋下了许多安全隐患。“我们

社区大部分的居民小区都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建成的，很多方面已经无

法满足居民需求。”永昌街道永兴路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菊芬

说。实际上，西山区还有不少像永兴

路社区这样建成年代较早的老旧居民

小区。2016年，西山区在学习借鉴外

地经验的基础上，在辖区10个街道办

事处开展“微改造”试点，统筹解决

老旧居民小区道路交通不畅、公共卫

生环境差等问题。2017年，西山区投

资5000多万元进一步扩大了“微改

造”范围，对老旧居民小区的道路、

路灯、墙面等进行了改造。目前，全

区共修复道路2.24万平方米；整治沟

道、排水管网0.46万平方米，整治线

缆68.35千米；绿化提升面积4.34万平

方米……惠及居民5万余人。

“现在完全不一样啦！”永兴路

社区居民刘啟云老人说，“道路平平

整整干干净净，有了垃圾房，再也不

见乱丢东西的了；每单元还有智能防

盗门，住着很安全。”

建管并重持续见效

“我们小区是几个老企业的住宅

区，以前公共卫生等一些公共事务都

由各单位自己组织管。但二三十年过

去，很多企业破产、重组，原来的老

单位找不到，遇到问题就不知道找谁

来解决了。”永兴路社区居民闵香蓉

老人说。因为没有物业管理，垃圾无

人清运，永昌路197号大院成了周围人

口中的“粪草大院”，在“微改造”

中，载重量8吨的环卫垃圾清运车连续

从这里清出了18车垃圾。

“微改造”让社区硬件有了较大

提升，但如何才能使“微改造”成果

持续造福社区居民？“我们这个小区

里大多数居民收入都不太高。如果要

请正式的物业公司来，收费高我们承

受不起。”李光珍老人说。结合老旧

小区的实际，永昌街道打开思路引入

“准物业”概念，从解决居民最迫切

的需求入手，精简物业服务项目，只

保留卫生、绿化、治安等基本服务项

目，鼓励居民自筹资金购买服务。由

于管理成效明显，同时又大大降低了

费用，“准物业”获得了绝大多数社

区居民的支持。

现在，走进永兴路16号院，智

能分类垃圾房定期有人清理，绿化

花草生机勃勃，社区出入口有保安值

勤……虽然是老小区，但各项公共事

务井井有条，不逊于新建的小区。

社区管理，市场解决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交给居民。永昌街道向

项目试点小区居民发出了“致居民的

公开信”，积极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

持；棕树营街道北区社区印制了《北

区社区五分钟宜居生活便利圈示意

图》，方便居民查找周边的服务……

“小区是我们自己的，每个人都

有责任来维护小区环境，把它建设得

更好。”刘啟云老人说，眼见住了大

半辈子的小区越变越好，心里的归属感

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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