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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积极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生活环境更宜居 城市品位提档次
老楼外立面破

败、公共设施老旧、公

共管理服务落后……

老旧小区作为城市的

有机组成部分，面临

诸多问题，助力老旧

小区“旧貌换新颜”，

是让居民共享发展成

果的应有之义。

2021年8月，恩

平市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全面铺开，计划分

三年计划实施21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共涉及 10774 户住

户、478 栋房屋，共

112.3万平方米。目

前，西门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已竣工验收，

13 个项目已进场施

工，剩余7个项目预

计本月底进场施工。

在此基础上，恩

平计划继续拓展项目

覆盖面，新增改造内

容，做到“应改尽改”，

让老旧小区更宜居，

提升城市品位。

群众参与改造方案设计

老旧小区由于开发建设时间较早，
普遍存在建设标准不高、配套设施欠缺
等问题，此外，改造维护不及时导致设施
陈旧、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同样突出。

记者走访恩平多个老旧小区发现，
主要存在3类问题。

一是管网破旧，排水系统老化，雨污
管网建设落后，电话线、网线、电视线杂
乱。二是公共服务缺失，没有充足的文
化娱乐、健身空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存
放不规范。此外，群众对旧楼加装电梯
的呼声不断提高。三是缺乏物业管理，
公共环境普遍较差，包括路面破旧破损、
管理秩序混乱、存在私搭乱建等。这些
问题都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建成于1987年的恩城街道东门社
区恩粮新村位于金融街一带，靠近农贸
市场、汽车站、银行，且周边是恩平有名

的美食一条街，在20世纪80至90年代，
该片区曾是恩城地区为数不多的高档住
宅区之一。

但如今，恩粮新村住起来却不是很
舒服。“小区靠近闹市，人来人往，没有规
划停车位，私家车乱停乱放难以管理，基
础设施老化不说，下水管网如今也很难
排水。”一提起改造前小区的环境，恩粮
新村居民梁先生就连连摇头。

小区是群众生活的空间，改造工程
应有群众参与，才能把好事办好。

为“一站式”解决该小区问题，恩平
市住建部门在施工方进场前，多次组织
召开碰头会议，牵头协同恩城街道办、东
门社区、小区居民代表、承建方一起商讨
小区改造方案。

“要增设小型休闲公园，让老人和孩
子有活动空间。”“小区外部最好做成半
封闭状态，安装门禁，规范车辆出入和停
放，便于管理。”“要规划设置充电桩车
位”……通过碰头会、发放问卷的形式，

恩
平
市 住
房 和 城
乡建设局充
分了解了小区住
户的总体需求，并要求
施工方“照单”设计改造方案，以点带面
做好恩粮新村附近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今年4月，恩粮新村改造项目动工，
7月初正式完成恩粮新村和周边财贸新
村等老旧小区的外立面改造。目前，正
紧密进行财贸新村下水道管网改造，以
及为“三线”整理预留“埋地”空间。

“按照改造方案，现在我们要先完成

下水道改造，然后对小区内的道路进行
‘白改黑’，同时，在小区各个出入口建设
围墙，设置‘一进一出’出入口，重新科学
规划停车位，满足住户所需。”恩平市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技术负责人郑昌坚说。

郑昌坚还表示，恩粮新村改造项目
将按照“示范性”小区标准打造，为小区
增添更多新设备。“我们将对恩粮新村的
2000多平方米户外空间进行整体改造，
首先，应居民需求，将一部分空间改造成
健身休闲小公园，另一部分，将规划停车
位，安装充电桩。”郑昌坚说。

老楼换新颜汇聚更多人流

吴金源是一位视频制作达人，近一
年来，他惊喜地发现恩平的旧楼变少
了。“我经常航拍，最近发现许多老楼要

么重修翻新了，要么正在翻新，一大
片旧楼仿佛换上了新装。”吴金

源说。
当前，恩平市正积

极创建省文明城市，
城市美化是重要内
容之一。如今老
旧小区改造重
新焕发了老楼
的“精气神”，
也为城市美化
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锦 城 北
路、恩新西路
曾是恩城街道
最旺的商业圈，
如今依旧热闹非

凡，处处充满“烟
火气”。今年 6 月

初，锦城北路、恩新西
路两旁的老旧楼房外墙

纷纷搭起棚架，开始了改造
行动。2个月后，老旧楼房以新面

貌重新展示于众，路人和商家无一不竖
起拇指表示称赞。

“这里有我许多童年的回忆。老楼
换了新模样，感觉很新鲜，年代感与现代
感的‘碰撞’，不禁让人感叹时光飞逝。”
市民郑华聘说。

靠近老旧小区的恩平汽车总站副楼
也在改造范围之内。该建筑楼高7层，
外立面成圆弧型，位于恩平交通最繁忙

的新平中路与东门路交会处。因为小时
候常到这一片区逛街，吴金源的目光总
会被这栋楼吸引。“现在，大楼全部翻新
了，换了一种颜色，就好像城市也换了心
情。”吴金源说。

新面貌催生新经济，不少商家打算
“回流”锦城北路、恩新西路开店。

“我已经在这一带找铺位了。现在，
恩新西路一带不止翻新了，道路也比以
前平坦宽阔许多，人流量有保证。”梁国
健是一名咖啡师，如今正筹划开设自己
的第一家店。在选址上，他非常偏向于
恩新西路，一方面，他幼年时曾在这里居
住，另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让他对这里
未来的商业价值充满信心。

补齐短板优化公共服务

在今年恩平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
期间，恩平市政协委员刘志喜向大会提
出《关于加强对老旧小区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与长效管理的建议》提案，就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刘志喜认为，老旧小区要想“改”出
新生活，就必须补齐环境卫生、小区管
理、绿化、公园等方面的短板。

在刘志喜提出提案后不久，恩平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了答复。

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小区环境。在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的过程中，该局将推动形成“社区党组
织+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联动机制，
搭建面向公众的小区信息公开平台，引
导业主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投资，保障业
主在改造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督促
施工单位精细施工，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实现改造中的共建、改造后的共享和共
治。

另一方面，在接下来的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中，恩平将继续加强老旧小区周
边市政道路、管网巡查，做好基础设施
管养。同时，积极开发社区内可建设公
园地块，做好绿化及社区公园规划建
设。

记者了解到，在加强市容环境治理
方面，恩平城区89个开放式小区（无物
业小区）已被纳入环卫一体化项目，日常
保洁有保障。同时，老旧小区周边已适
度设置垃圾收集点，基本满足居民投放
生活垃圾的需求。

横陂村第一书记张于蓝发挥“看家本领”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加把劲”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
资源，我既然到村里了，就要
活用土地政策，为横陂村发展
作出努力。”张于蓝是沙湖自
然资源所所长，去年6月，她
被选派为驻沙湖镇横陂村第
一书记。正如她所说，土地是
农村的“第一资源”，而把土地
“搞”活，正是张于蓝所擅长的
工作。

横陂村位于沙湖镇北部，
是恩平较为偏远的乡村，该村
没有企业，但土地资源丰厚。
驻村以来，张于蓝发挥“看家
本领”，盘活土地资源，为村集
体经济发展“加把劲”。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今天我们召开村民小组会议，主要
是讨论黄其榜（土名）地块的出租问题，各
位村民如有意见建议就提出来吧。”9月16
日，横陂村委会召集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商
讨土地发包有关事项，横陂村党总支部书
记吴仕文在会上率先打开话匣子。

“土地发包出去以后，收益怎么安
排？”“土地的发包时间会不会太长了，以后
假如我想用呢，可以收回来吗？”“承包土地
的老板具体是要种什么作物？村委会这
边要监督，要保护好环境。”……会上，村

民代表纷纷发表意见看法，提出疑问。
“请各位放心，村委会会做好监

督。另外，我们前期进行了测绘，做了
大量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土地都是可
利用的，如果不发包出去就浪费了。
这次，我们引进种植户承包种植，可为
村集体带来收入。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疑问，可以向吴书记或者我咨询。”张
于蓝接过话题，回答村民代表的问题。

张于蓝介绍，黄其榜地块准备上“三
资”交易平台对外发包，且已有意向种植

户。今年 6月，横陂村也成功盘活了
22.67公顷的土地。两块土地盘活后，预
计每年能增加村集体收入18300元。

张于蓝还协同沙湖自然资源所核查
横陂村地类情况，争取到沙湖镇政府租
用横陂村土地开展垦造水田项目，也提
高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驻村干部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尖刀
力量”。张于蓝深知驻村工作任务繁重，
但既然到了基层，就要“驻”入民心。张
于蓝充分利用自己对自然资源领域政策

的了解，想方设法整理、规划、盘活村中
土地，为村民谋福利。

为了村经济发展，张于蓝在朋友圈
内不断“刷”人情卡，利用人脉资源广泛
帮横陂村招商，为村土地外包寻找合适

“对象”。
“以前，村里的地块都没有经过分类

规整，现经协同镇各部门，我们加快横陂
村农户设施农用地备案工作，为农户合
法用地、合法生产提供有力保障，促进现
代农业健康发展。”张于蓝说。

盘活土地资源 增加村集体收入A

今年9月1日开学前夕，张于蓝
联系了恩平市自然资源局团委到横
陂村开展暖心助学活动，为村中困难
家庭学子送课、送学习用品。

吴某业现读三年级，他和奶奶冯
某梅以及父亲吴某健一起居住，吴某
健患有脑结核，属精神残疾，一家人
生活困难。“现在老了没办法干农活，
幸好村委会为我安排了保洁的工作，
一个月有900元的收入，加上低保补
助，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冯某梅说。
张于蓝非常关注吴某业的家庭状况，
时常抽空到其家中探访，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

张于蓝还常常牵线搭桥，为横陂
村争取资金支持，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
今年，张于蓝就收到不少群众建

议，希望村里能够建设一个休闲公
园。

群众有诉求，张于蓝就有回应。
张于蓝迅速组织村“两委”班子

以及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建设休闲公
园方案，最终敲定利用横陂村卫生站
前的空地修建。

地方选好了，方案定好了，钱哪
里来？

作为张于蓝的“娘家”，恩平市自
然资源局决定拨出款项支持横陂村
修公园。目前，该公园已完成了立
项，预计本月底进场施工，10月底即
可完工。

今年8月17日，沙湖镇成功挂拍
了人民窑地块、南塘1号地块，两宗
工业用地总成交价格2483万元。

作为沙湖自然资源所所长，张于
蓝及同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人民窑地块和南塘1号地块挂
拍之前，张于蓝带领同事们多次实地
考察。同时，连同沙湖镇有关部门解
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为地块成功挂
拍打下基础。

在沙湖自然资源所，不只处理着

镇里面大小的土地，不少群众遇到土
地问题也往这里跑。

“沙湖镇是恩平著名的侨乡，这
里华侨很多，所以遇到的涉及华侨的
房产、土地问题也特别多。”张于蓝坦
言，自然资源所不是“调解室”，但为
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这里经常被当
做“调解室”使用。

张于蓝就是“调解员”。她从群
众角度出发，帮助涉事各方分析利
弊，促成和解。

兼顾做好本职工作
促经济发展解民忧

关爱乡村弱势群体
推进公共设施建设

在张
于蓝（中）
的推动下，
横陂村委
会决定在
横陂村卫
生站前修
建公园。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财贸新村正在进行下水道管网改造。

▶恩粮新村的停车场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届
时将新建小公园以及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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