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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 28 日，浙工新村
正式开始重建。“只能说这个试点
目前看来成功了。”贾磊很谨慎，

“相似路径是否在其他小区也能
走得通？还是未知数。”

浙工新村有特殊性。首先，
整个社区是小型的熟人社会，能
顺利推选出有代表性的居民。同
时，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压力更
大，大家想问题不会只从自身利
益出发。另外，住在浙工新村的
居民整体收入不差，可以支撑改
造费用。再者，浙工新村居民始
终以小区业主为主，租户较少，居
民对住在现有区域需求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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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反馈迅速且积极，这几
天，杭州多个老旧小区几乎同时
启动自主更新民意调研。

试点和探索的意义在这一刻
清晰起来。有研究学者表示，接
下来，一批多种类型的社区自主
更新模式案例或将在浙江乃至全
国多点开花。

居民自筹4.7亿元推倒老旧小区重建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浙工新村小区的居民最近集体办了件大事——自筹资金约4.7亿元，将老旧小区推倒重建。

按照规划，小区将新建7幢11层的小高层，全部安装电梯，同时给小区增加适当的配套空间，用于养老、托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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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

责任，而非由居民合力完成重建。当然，更多人关心的是：在推倒重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问题,有哪些经验值
得借鉴和推广。（摘编自《解放日报》《法治日报》《杭州日报》）

浙工新村始建于1983年，是
浙江工业大学的宿舍楼，房龄已
有40多岁。

早在1993年，浙工新村67幢
便被鉴定为“局部严重损害房”。
长期以来，房屋的建筑质量问题
让居民苦不堪言。2014年，浙江
杭州启动对全市老旧小区的摸底
排查，鉴定结论是，包含浙工新村
67幢，66、64和74幢同样被列为
C级危房。按照政策，最大可能排
除安全威胁的办法是维修加固，
但居民们无法接受，“房子是加固
过的，结果越加固沉降越厉害”。

2015 年，拱墅区提出成片改
造的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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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
若按照成片改造的方案执行，可能
无法将所有住户都安置在原址。
浙工新村所在的杭州市拱墅区朝
晖街道党工委委员贾磊介绍，住在
浙工新村，步行5分钟便能到浙江

省人民医院，地铁站、商场、公园绿
地都在附近，地块发展相当成熟，
居民对搬离原址比较抵触。

小区的居民要求很明确：原
址原拆原建。但这种做法不仅没
有先例可循，政策和法律层面也
缺少支撑。《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
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所有
人、使用人或责任人应当根据鉴
定报告，及时采取包括处理使用、
变更使用、观察使用、停止使用、整
体拆除等治理措施。这是为数不
多可作为依凭的法规文件。但是，
房子到了什么程度能拆？由谁来
组织拆除和重建？资金从哪里
来？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于是，大多数居民仍留在浙工新
村。考虑到房屋在汛期倒塌的可
能性，每年台风季，都由街道出
面，把 4 幢 100 多户危房居民请
出来，住进附近的经济型酒店。

随着时间推移，推倒重建的
意愿在居民间逐渐统一。

开工前 7 个月，工作组开始
入户征求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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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出来后，500多
户居民共同凑起 80%的建设资
金，剩下的不足部分由旧房改造、
加装电梯、未来社区改造等专项
资金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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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征迁、旧改还是加
固，资金都由财政负担，什么时候
需要居民自己出钱了？”贾磊说。

还有一部分老年居民不愿意
折腾，他们认为，建好搬回来起码
要两三年时间，而他们的人际关
系都在小区。有统计显示，浙工
新村已步入老龄化，小区居民将
近1000名，其中60岁以上的400
多名，85 岁以上的有 142 名。不
动、不挪是他们的普遍心态。

去年 6 月，最后期限将至，签
约还未完成。杭州拱墅区抽调了
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和工作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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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浙
工新村的改造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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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前期准备工作已进行
了将近1年。贾磊介绍：“原先建
筑的6层楼变为现在的11层楼，
幢数变少，地上建筑面积增加，并
新建地下室，这些变动都要经过
报备和审批。”浙江省、杭州市和
拱墅区形成三级协商机制，由住
建部门牵头，多个部门参与，共同
打通办证程序，争取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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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质量监督等环节。

设计单位为浙工新村提供了
定制服务。小区最初是一幢幢造

的，548 套住房共有 59 种户型。
设计单位将其浓缩为 7 种，提供
给居民选择。工程建设期间另外
成立工程质量监督小组，小组成
员具备一定专业技能，不少是浙
江工业大学的教授或高级工程
师。建设方给成员发放工作证，
成员随时可以去工地，发现的问
题只要在群聊里反馈，都能在第
一时间得到解决。

小区改造期间，居民需在外
租房，完成过渡。但70岁以上的
老人很难通过市场途径租到满意
的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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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装修，
加装淋浴室座位、马桶两边扶杆
等适老化装备，出租给浙工新村
年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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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积极牵头和善后

拆掉前的浙工新村和新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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