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若琦）日前，
在虾峙中心卫生院门口，工人们
齐心协力将一个巨大的方舱从
货车上卸下，调整位置后又小心
翼翼将 CT设备搬至方舱内。经
过一上午忙碌，方舱 CT安装完
毕。“以前做CT要去普陀医院，现
在 家 门 口 的 卫 生 院 就 可 以 做
了！”看到新添置的“大家伙”，不
少居民欣喜地表示。

为让海岛居民享受更加便利
的优质医疗服务，今年2月初，区
卫健局牵头与舟山医院进行协
调，并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将舟山
医院的方舱CT调至虾峙镇中心卫
生院。虾峙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丰表示，目前 CT检查专业人
员已培训完毕，CT影像可通过
远程系统传至普陀医院进行阅
片会诊，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
得到准确的诊断结果。

据了解，虾峙镇中心卫生院成
为我区第一家拥有方舱CT的海岛

基层卫生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医疗资源的持续优化，今

后将有更多的先进医疗设备和技
术引入基层卫生院，让海岛居民都

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
服务。”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虾峙镇中心卫生院配备方舱CT

做CT不用再漂洋过海

虾峙中心卫生院方舱虾峙中心卫生院方舱CTCT。。 记者记者 罗沛文罗沛文 摄摄

2WWW.ZSPUTUO.COM

2024年4月17日 星期三 一版责任编辑：张舒 本版责任编辑：陈春燕 版式制作：缪喆综合新闻

当前，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已达 74.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04个百分点。自2019年国家启
动新一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以来，全省已累计开工改造5550个
老旧小区，惠及居民176.4万户。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发展改革委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
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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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日起正式试行。
这也是全国首个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自主更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一大亮点是自
愿、自主，住宅小区可成立业主自
主更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
在广泛征求业主意见基础上自愿
提交更新申请。

强调群众自愿和政府统筹

要求试点所在地地方政府制定
自主更新试点相关政策和条件（如
住宅扩面比例等），并加强对自主更
新项目的审核，经县（市、区）政府审
核通过纳入更新计划后方可实施。

住宅小区可成立业主自主更
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作为
自主更新实施主体，在广泛征求业
主意见基础上自愿提交更新申请。

自主更新实施主体根据当地政
策和条件，组织编制更新方案，包
括组织方案（明确项目建设代理方
案和代理人）、资金筹措、产权处
置、项目设计等内容，由业主共同
做出实施决定。

强调流程优化和部门监管

坚持因地制宜、“一事一议”
《指导意见》要求县（市、区）政

府按照因地制宜、“一事一议”的原
则，明确试点项目审查审批流程。

推行联合审查
城市政府可授权建设部门牵头

组织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园
林绿化、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和属
地街道（乡镇）进行联合审查，各相

关部门可根据联合审查意见直接
办理相关许可审批手续，并衔接浙
江省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规范施工监管
取得联合审查意见和相关许可

审批手续后，由项目建设代理人申
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并纳入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程序。

组织联合验收
施工建设完成后，城市政府可

授权建设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和属
地街道（乡镇）开展联合验收，验收
通过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向不
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登记。

强调政策推动和服务保障

加强政策激励
按照地方政策规定，可适当增加

居住建筑面积、增配公共服务设施；
增加的住宅面积、服务设施面

积，可通过移交政府作为保障性住
房、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用于冲抵
建设成本；

可以申请使用其名下的住房公
积金，可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等相关费用。

通过这些政策提高居民开展自
主更新的积极性。

优化技术标准适用
明确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

下，更新改造中对建筑间距、建筑
密度、绿地率等无法达到现行标准
的，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
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并鼓励按照
存量更新要求对相关规划技术规
范进行适应性优化完善。

加强服务保障
明确对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

等做好保障服务，守牢民生底线；

明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等历史文化遗产应严格落实相
关保护修缮要求，守牢保护底线；

明确加快消除住房和小区安全
隐患，建立健全老旧小区自主更新
项目应急处置机制，守牢安全底线。

下一步，浙江将迅速推动试点
扩面，力争加快形成一批多种类型
的自主更新模式案例，逐步完善城
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政策和标
准体系。同时，鼓励地方创新制定
政策和技术文件。

■政策解读

这份指导意见对广大老旧小区
而言意味着什么？自主更新是否成
为今后老旧小区更新的主流模式？
浙江为何要喝头口水？近日，省建
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昭晖接受
了潮新闻记者专访，并就一些热点
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既是一种现实倒逼
也是主体责任落实

自主更新相比以往的征收，一
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工作的出发点和
资金来源上的区别。根据《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
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征
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征收不动产，并给予房屋所有人公
平、合理的补偿。而“自主更新”则
是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鼓励房屋所
有人对老旧建筑进行更新改造，其
资金来源原则上由产权人按照建筑
面积比例承担。

“产权人出资自主更新，客观上
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姚昭晖提供
了一组数据：浙江老旧小区数量庞
大，2000年以前（含）的城镇房屋有
72.12万幢，1990年以前（含）的城
镇房屋有20.85万幢。虽说有很大
一部分通过旧改提升了居住环境，
但是也有大量建造年代久远的房子
由于当时建设标准较低，再加上存
在失修失管等问题，单纯的环境改
造提升无法解决老旧小区危旧住宅
的解危难题，必须要拆除重建。

“与此同时，自主更新也是房屋
安全主体责任的依法落实。”2017
年7月28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颁
布实施了《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条例》，明确规定，“房屋所有权人
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按
规定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和修缮、
维护，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和对危险
房屋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
施”等责任。制定老旧小区自主更
新政策，推进老旧小区自主更新，
可以探索单元式多业主的老旧公
寓住宅更新的有效路径，有利于落
实房屋所有人法定维护更新责任，
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姚昭晖
说，只有厘清了这一法律关系之
后，才能更好地去理解自主更新的
实质。

浙江已有成功案例
相关经验值得借鉴

全国首个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
主更新的指导意见为何出现在浙
江？“浙江人向来敢为人先勇于改
革，在自主更新这件事上也不例
外。事实上，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
浙江已有两地进行了先行探索，也

取得了成功，为指导意见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姚昭晖说。

杭州拱墅的浙工新村，因去年
成功走上自主更新之路而广受社会
关注。小区548户业主自掏腰包5
亿元（含扩面部分及车位购买价），
在原址上动工重建电梯洋房，计划
于2025年底之前竣工。而更早之
前的衢州江山的永安里小区，一期
于2017年9月在全省率先启动自主
更新，2022年1月竣工，如今小区
364户业主大多都已经入住，享受
到了自主更新之后居住环境的巨大
提升。

翻开指导意见，可以看到这两
个成功案例相关经验的很多影子。
比如关于资金来源，两个小区新建
建筑容积率都有了提高，也就是会
新增建筑面积，用来冲抵一部分建
设成本，以此减少业主的负担。又
比如关于自主更新的流程，也同样
借鉴了这两个小区的一些经验和做
法。

“省领导非常重视自主更新这
件事，先后多次作出批示、召开专题
会议，还经历了多个部门的多轮讨
论修改、公开征求意见。指导意见
从酝酿到出台，前后仅用了半年左
右。”姚昭晖告诉潮新闻记者，一项
创新之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实属不易。

姚昭晖告诉潮新闻记者，住建
部也很支持浙江出台指导意见，有
关领导明确要求派专人前来调研。

因地制宜推进试点
自主更新利国利民

“自主更新是新生事物，没有现
成答案，需要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探

索。指导意见出台，本身就是表明
了政府部门的一个态度，鼓励和支
持老百姓自主更新。”姚昭晖说，今
后浙江自主更将“有章可循”，也明
确了一些流程和支持政策，比如该
由谁提出申请、如何申报、容积率如
何调整等等，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推进速度自然也就会快起来。

“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之后，
城市建设发展已经逐步进入存量时
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后老旧小
区自主更新将会越来越普遍，甚至
会成为一种重要模式。接下来，要
通过更多试点产生的示范作用，引
导群众从‘要我改”到‘我要改’。”姚
昭晖说，就比如在衢州江山永安里
一期的示范引领下，二期已经重建，
三期自主更新也正在谋划。

此外，姚昭晖也指出，指导意见
也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每
个小区的改造条件不同，每个地区
的房价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不能
搞一刀切。就比如说容积率，指导
意见明确可以适当提高，但是具体
可以提高多少，并没有限定值。这
也是为了给各地留下一定的政策弹
性空间。”姚昭晖说，要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制订符合当地实际的自主更
新方案。

此外，如果放在一个更高的格
局上来看待自主更新，这其实是一
个多赢的局面。

“于居民个人而言，自主更新可
以快速推动居住环境全面改善，满
足居民精神需求和乡土情结。于国
家而言，自主更新可以有效拉动内
需，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可以说是
住房领域的‘以旧换新’，并推动城
市建筑可持续维护更新。”姚昭晖认
为。

“在推进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过
程中，我觉得还要考虑到一些特殊
困难群体。对这些人怎么办？一定
要体现政策温暖。”姚昭晖说。

（来源：浙江发布微信公众号、
潮新闻客户端）

浙江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指导意见

居民自主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有规可依

本报讯（通讯员 刘庭嫣 滕臻
记者 王若琦）眼下正是春茶采摘的
旺季。日前，东港街道塘头村采茶
基地到访了一群特殊的“志愿者”，
他们是东港司法所联合沈家门司
法所组织的30名社区矫正对象，前
来帮助茶农采摘茶叶。

本次活动采摘的茶叶为普陀
佛茶的其中一个品种——“九坑”，
在采摘过程中，茶农向社区矫正
对象演示了春茶采摘的技巧，并科
普了普陀佛茶的相关知识。此次
活动时长为1小时，社区矫正对象
全程积极参与，并表示收获颇多。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旨在鼓励在家待业的社区
矫正对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劳动，
既能解决采茶基地用工短缺问题，
又丰富了社区矫正对象业余生活、
发挥社会价值。“这不是司法所第一

次组织此类公益活动，往年六横司
法所也曾组织社区矫正对象与环卫
工人一起参与绿化带除草活动。”

据了解，除了鼓励社区矫正对
象参与社会公益劳动，区司法局还
支持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全力推进
社区矫正对象“学历技能双提升”
工程，积极对接六横欣丰农场和展
茅飞鲸漆业以及舟山水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设立
社区矫正就业基地和安置帮教基
地3个，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
帮扶，搭建起他们和社会的“暖心
桥”。此外，浙江开放大学普陀学
院也挂牌成立了社区矫正教育基
地和学历提升点，沈家门街道和
东港街道共9名社区矫正对象参
加学历技能“双提升”培训，并成
为全区首批取得证书的社区矫正
对象。

塘头村采茶基地来了一群“志愿者”

社区矫正对象助农采茶忙
本报讯（记者 缪珊珊 通讯员

杨青）“百姓点检”升级版来了。
日前，在沈家门西大市场和东河市
场的检测室,我区首批食品安全
“百姓点检”便民服务点日前挂牌
成立。市民通过便民服务点点检
食品，动动手指便可随时随地查询
检测结果。

当天，区市场监管分局还在沈
家门西大市场开展了食品安全“百
姓点检”进市场活动，对全新升级
的“百姓点检”功能及新挂牌成立
的便民服务点进行宣传推广。现

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积极参与，
主动送检了芹菜、生菜等各类菜
品，充分感受到“百姓点检”服务
的便捷与高效。

“虽然各市场内早已设立检测
室，‘百姓点检’活动也持续开展
了一定时间，但市民主动参与检测
的意识并不强。”区市场监管分局
质标科副科长戴行君介绍，以往检
测室主要是市场内经营户按规定
送检，而市民对检测室的了解和使
用频率相对较低。

为了充分发挥检测室的作用，

区市场监管分局不仅挂牌成立了
首批食品安全“百姓点检”便民服
务点，还将点检服务数字化。市民
送检至便民服务点的蔬菜、禽蛋等
食品，通过“浙里办”或“支付宝”
APP上的“百姓点检”功能，选择
“你送我检”服务，输入送检菜品
的名称，上传照片并提交，检测人
员便会在系统中录入检测结果。
半小时后，送检市民就能在手机上
查看到详细的检测结果。

“如果检测结果不合格，我们
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送检市

民，并立即启动监督抽检程序。”戴
行君表示，这项新服务的推出，将极
大提升检测的便利性和效率，市民
无需再在检测室等待或电话咨询结
果，真正实现便民服务点的初衷。

据了解，今年，我区所有农贸
市场食品安全“百姓点检”便民服
务点将实现全覆盖，区市场监管分
局将做好相关指导和保障工作，确
保服务点正常运转，进一步优化全
区市民的检测体验，提高食品安全
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构建更加安
全、可信赖的食品环境。

我区首批食品安全“百姓点检”便民服务点挂牌成立

“百姓点检”升级 食安“了如指掌”

(上接第1版)

机制创新
“三茶融合”促共富

在传统制茶工艺与科技创新的
碰撞交融之下，普陀茶产业布局也
向“新”而行，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带
动创新研发，加快延伸产业链和附
加值，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茶产业融
合焕新。

“普陀积极践行‘三茶统筹’理
念，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三茶融合’文章。”在普陀区茶业
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春飞
看来，“三茶”融合就是要以科技之
力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之美为产业
铸魂，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
同努力，推动茶产业的转型升级和
提质增效，实现茶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

近年来，普陀区茶业行业协会
以普陀佛茶地理证明商标使用为

契机，依托龙头企业完善“公司+生
产基地+农户”的生产运作模式，形
成了“市场牵动龙头、龙头带动基
地、基地连着千家万户”的产加销
一条龙的一体化格局，有效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茶叶企
业还加强与中国茶叶研究院、浙江
农学院等合作，开展茶叶烘焙技
艺、茶多酚功能性食品研究，为普
陀佛茶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区还积极创新产业营销，在
佛茶文化发展基础上，依托生态农
业、特色农业理念，开发佛茶文化
旅游项目，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
销售、茶文创旅游等于一体的新兴
绿色产业。“我认为，茶旅文化融合
是茶产业未来的重要发展途径，推
动茶旅结合，能够在提升茶叶营销
趣味性的同时，增加茶叶销售量与
经济附加值，使佛茶产业旅游成为
新亮点，实现佛茶产业与现代营销
的有机结合。”潘春飞说。

一片叶子蹚出产业富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