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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成果，街道认真
贯彻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改得好、管得住”
要求，率先尝试并大胆探索，依托红色文
化，引进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进驻。

街道将 48个楼院以路为界，以北顺
城、代书胡同2个完整社区为主体，划分成
4个大型闭合式居住小区，并将小区内的公
益用房等一些公共资源进行整合，为物业
进驻提供门卫室。同时向产权单位申请配
套用房作为办公室、群众活动室等；在代书
胡同片区楼院引进全国知名的红色物业公
司圆方集团，并注册成立“圆方社区服务中
心”，开展物业管理、养老助残、志愿者队伍
招募、文体队伍培育、仲景医疗、老年大学、
健康管理等点对点服务。目前代书胡同社
区人保公司家属院物业收费率已达到

70%，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为解决“物业公司来一家走一家的问

题”，注册成立街道全资的物业公司进行托
底管理，从街道干部中选派群众工作经验丰
富、懂管理的人员到物业公司任职，支持物
业开展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房屋中介、垃圾
分类等业务进行微利经营，保持收支平衡。

一个个难题的解决、一桩桩实事的落
地，换来了辖区群众的认同和赞许，检验和
提升了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增
强了基层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踏实感、干
事业的成就感和服务新时代的自豪感。

下一步，街道将进一步总结经验、精准
发力，切实让群众的“强烈呼声”变为“热烈
掌声”，不仅让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保持下
去，还要让群众生活得更美、更幸福。

东大街街道
探索“红色物业”治理模式
破解长效管理难题

本报讯 近段时间，东大街街道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把推动“红色
物业”机制建设作为提升老旧小区
改造长效管理的有力抓手，积极构
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和党群中心户三方联动
的“1+3”工作模式。通过整合书院
街村党组织资源，成立书源物业公
司。以佳苑小区为示范点，积极推
进“红色物业”入驻辖区无主管楼院
20个，组建红色管家队伍，建立健全
议事协调联动机制，不断拓宽养老
托幼管理服务领域，有效破解老旧
楼院乱堆乱放、车棚违建、安全隐患
等管理难题。

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后续
长效管理提升工作，11月 9日下午，
商都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郑向阳到东
大街街道博爱街社区佳苑小区召开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座谈会，就辖区无
主管楼院物业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
及书源物业管理模式进行探讨借鉴。

会上，书源物业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入驻小区物业管理有关进展情况，
从机制建设、资源管理、人员配置等
方面介绍了“红色物业”管理破题思
路和创新举措；各社区书记就老旧小
区物业管理的经验做法、问题困难、
意见建议等依次进行了发言。

郑向阳表示，书源物业作为街道
率先探索推行的“红色物业”管理模
式，应该充分发挥组织建设和服务管
理优势，不断提升楼院治理的精细化
水平，逐步实现辖区无主管楼院物业
管理的全覆盖和专业化。要突出
“红”。把加强红色党组织建设贯穿
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把物业
服务队伍打造成党的工作队、服务队
和宣传队，充分激活“红色细胞”在社
区治理中的模范作用，强化典型带动
和品牌意识，全力打造让群众满意的
民心工程。

要强调“专”。不断提高物业人
员服务管理专业水平，强化人员技术
资质培训，从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制
度机制、优化服务内容入手，推动物
业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要先做“实”。坚持以服务居民
为中心，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之
事。建立议事协调机制，引导居民参
与到楼院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运行中，
为解决小区管理难题、化解物业矛盾
等注入红色力量，形成“齐心同管、治
理同抓、服务同做”的社会治理新局
面，实现辖区内“红色物业”在数量和
质量上的双提升。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庞丹丹

老胡同焕发新活力
写好老旧小区改造“民生答卷”

把共建、共治、共享体现在
工作的每一步

代书胡同片区横跨管城街、北顺
城、代书胡同3个社区，有10条道路48
个楼院 78栋居民楼。区域内的居民
楼全部建于 20世纪 70至 90年代，基
础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改造任务重、
改造难度大，群众要求改造的呼声强
烈。

如何改造还要听民声。街道依托
“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从改造项
目立项到方案设计，再到工程启动，通
过问卷调查、座谈议事、上门征询等多
种形式征求群众意见，做到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把共建、共治、共享体现在
工作的每一步。

此外，街道党工委将党建引领贯
穿老旧小区改造全过程。以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为核心，率先成立社区
群众、党员代表、业主委员会“三方协
同”的片区改造议事组；指派街道班子
成员担任片区改造临时区域党委书
记，建立议事协调会议制度并定期召
开，解决工作交叉中各方的突出矛盾；
发动辖区机关、公共单位、居民自治组
织、群团组织、志愿服务队伍、施工单
位乃至辖区群众深度参与到社区治理
工作中来，让党的组织深入基层的每
个毛细血管。

为避免“反复动工、来回折腾”，街
道还在2020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初期，就要求设计方、施工方、监理严
格按照时间节点细化任务量，严格按
照招标文件和施工规范进行，不折不
扣抓好工程质量。同时，充分发动辖
区群众代表担任老旧小区改造安全监
督员，成立工程质量监督小组 6个，分
组排班跟踪楼院改造实施进程，全程
对工程质量、安全防护措施等实行日
常监管，确保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惠及
百姓。

代书胡同承载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
忆，对于如何协调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历
史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为此，
在改造中，街道根据群众要求进行了立体
式综合性改造。

完善服务功能，打造“三味街区”。针对
片区没有公共休闲游园的群众关切，在顺城
街北口将一处企业的商业化停车场改建为
2000多平方米的公共文化广场。充分挖掘
代书文化、衙署文化、管城驿文化，在街头巷
尾挤出空间建设了12处集文化小品、休闲、
绿化为一体的拇指公园、儿童乐园等，并创
作了代书先生、下棋能手、社区戏苑等文化
节点，让群众在这小小的胡同里体验琴棋书
画的慢节奏生活，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味。针
对片区配套服务设施不健全的情况，在片区
里设置了多点位的服务设施，书屋、日间照
料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配餐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陆续投入使用，增加
了社区的人情味。在街巷里充分保留了群
众喜爱的山野菜杂面条、烧饼炸串、尚记菜

煎饼等老郑州人气小吃，并保留提升了 40
多家小超市、蔬果店、小副食品店等方便群
众生活的店铺，保留了社区的烟火味。

打造特色街道，彰显管城魅力。管城
街、北顺城街、商城路都是管城的历史文化
名街，在改造中街道坚持在保留街区传统
特色的基础上，深挖文化资源，提升街区品
位。在设计方案、施工细节上精雕细琢、反
复完善，多次举办由街道、社区、施工单位、
沿街商户、城管局等多方参加的联席会议，
围绕特色店面设计等事项全方位征求商户
意见和支持，并发动商户成立商会，构建起
商户自我管理和政府服务相结合的长效管
理模式，彻底优化这几条街的业态环境。

今年1月份，顺城街作为郑州城内著名
的牛羊肉交易市场和传统特色小吃街，在改
造完成后首次开门待客，成为春节、元宵节
期间市民争相前来的网红打卡地。随着片
区改造的推进，商城路、管城街、法院后街、
裴昌庙街等陆续完工，大家纷纷到片区内、
胡同里寻找老郑州的记忆。

综合施策，惠及辖区群众

长效管理，确保改造效果

说起郑州的胡同，代书胡同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北下街街道以突出历史文化内涵为引领，塑造“以
路带院”特色示范片区，力争把代书胡同片区建设成为文化凸显、街面整洁、立面清爽、地下畅通、功能完
善、群众满意的精品街区，着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老胡同焕发新活力。

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北下街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围绕管城区委
“古都新生”目标定位，立足辖区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街道上下迎难而上，决心把填平
这片“洼地”作为践行初心的试验田。 记者 柴琳琳/文 马健/图 通讯员 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