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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遇烦恼
小菜还从市区拎

去年 !月，卢阿姨一家从杨浦区搬到航头基
地鹤沙航城社区。就在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绿油油的菜地。

新家面积大了几倍，住得宽敞，卢阿姨却有
了新烦恼。在去年 "#月的居民恳谈会上，她向航
头镇党委书记沈健倒苦水：每个工作日，她要在
清晨 $时许出门，才能在 %时前赶到位于杨浦区
的工作单位；次日 %时下班，她买好菜，再乘 &个
多小时的公交车拎回家，因为“航头的菜价每公
斤要比杨浦贵两三元钱”；航头基地已建成 &个
幼儿园，几个老年活动室也即将建成，一老一小
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像她这样的中年人却还没着
落，她最喜欢去的舞厅不知猴年马月才会出现，
每逢休息日，只能在家看电视……
和卢阿姨一样经历阵痛期的第一批“新航头

人”还有不少。
住在瑞和路 &'(弄的王阿姨说，大型社区没

有银行，几个月一直无处提款，万一碰到意外，怎
么办？而且，附近没有便利店和邮局代收水电煤
费，她帮腿脚不便的邻居们收齐账单，专门去市
区跑一趟，再回来和大家结算；
居民陈女士说，她喜欢读报、逛街，可大型社

区里没有图书室、读报栏，也没有商场、超市，年
轻人能网购，老年人怎么办？

应先生担心，新社区就业机会少，失业家庭
入不敷出；
瑞和苑的陈阿姨提出，马路上没有红绿灯和

监控探头，如果发生车祸，怎么查？
南馨佳苑陈先生反映，只有一个菜场，居民买

菜不方便，马路集市应运而生，新路变得脏乱差；
张女士反映，一些居民违规将房屋出租给外

来人员，不仅违反保障性住房政策，也带来治安
隐患……
这些问题中，部分已得到解决。去年 "&月 "

日，鹤沙航城社区党委成立，这是浦东新区第一
家服务于大型居住区的社区党委。同日揭牌的社
区服务中心，融合社区事务受理、生活服务和社
区卫生服务三大功能，包括老年人日托、阳光之
家、市民会堂、健身房、“老娘舅”工作室、慈善超
市、水电煤代收费服务等多种便民服务。此外，每
个居民区将投资 "万元建设图书室和读报栏，监

控探头尽快安装到位，还将建设 )所学校、$所
幼儿园、"座卫生中心。

沈健坦陈，按“镇管社区”的管理模式，镇政
府是社区的管理者，但在大型居住区，居民要适
应从“市民”到“村民”的身份转变，社区也要适应
从“农村”到“新村”的功能转变。短期内，许多问
题单靠一镇之力无法解决，只有待入住人口增加
到一定规模后，配套设施才可能全部到位。

公建配套未到位
新房租给外来户

去年上海两会期间，民进会员李建铭在新民
网上海滩微博上提出：“市区居民动迁到郊区大
型保障房基地后，因没有配套银行网点，取点工
资还要乘车到市区。建议郊区动迁房基地应加快
商业银行网点建设，以减少动迁居民来回奔波的
窘况。”之后，李建铭又向市领导写信，呼吁在闵
行浦江、宝山顾村、嘉定江桥、松江泗泾、青浦华
新等保障房基地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中心城
区动迁居民异地安置的积极性。

李建铭反映的问题说出了许多大型居住区居
民的心声。“新房造好了，新家变大了，过去习以为
常的便利却没有了。”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让
他们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当地，享受新生活。
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在交房后并不入住，宁愿继续
蜗居在市区，将宽敞的新家出租给外来人员。
由于公建配套滞后，闵行区浦江基地浦航新

城交付不足 "年，一楼住户违规出租及破墙开店
现象一度十分严重，服装店、食品加工店、网吧、
铝合金加工店、杂货店、棋牌室、小饭店等随处可
见，既破坏小区环境，又造成噪音扰民。浦江基地
的地域范围分跨闵行和浦东两个行政区域，浦东
区域内的社区管理一度处于较模糊的状态。
去年底，浦东区域内的浦航新城中虹浦江苑

成片住宅和物业用房被违规出租，遭媒体曝光，
市房管局会同闵行区房管局调查、取证、核实。随
后，中虹浦江苑小区物业拆除了违规出租商店的
店招，并在小区门口张贴告示，指出如违规出租
情况严重，住房保障机构有权收回房屋。不过，取
缔出租并非一帆风顺，经营者每月出数百元至上
千元租门面房，不愿错过潜在的消费市场；居民
拿到房子却嫌偏僻不愿入住，也希望通过出租挣
点钱。目前，有几户家庭落实整改，解除租赁合
同，经营者也已停止营业。

针对居民普遍反映配套不足、生活不便问
题，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表示，将采取属地
镇政府回购商铺并规划业态等方式，加快配套建
设。根据《上海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大型居住社区
配套建设项目计划》，全市共有 )!个大型居住
区，分别位于浦东、宝山、闵行、奉贤、嘉定、青浦、
松江 !个区，商业设施配套主要由市商委会同百
联、光明集团和各相关区负责推进。&#"$年底
前，大型居住区计划建成商业配套项目 &'&个，建
设规模总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菜场 ()个，
大型商业设施 "'(个。在较早规划建设的浦东三
林、松江泗泾、嘉定江桥等大型居住社区，大部分商
业配套建设已完成，菜场、超市、药房等商业业态逐
一到位，居民“开门七件事”基本解决。预计到今年
底，全市 )!个大型居住区商业配套项目总计竣
工 +&个，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居民”“村民”结对子
批量解决“急难愁”

为了服务好“挑剔的城里人”，大型社区的管
理者正在摸索合适的社会管理方式。
闵行浦航新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集中多方

力量，整治“居改非”住户。同时，浦江镇政府委托
浦江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回购商铺，再通过租金补
贴等方式，吸引菜场、超市、家电维修店等入驻。
浦东三林镇建立社区管理中心，吸引社会组

织入驻，提供专业服务。
宝山顾村镇每季度举办一次大型便民服务活

动，除了联系理发店、卫生中心等上门服务，还为群
众中的能工巧匠们提供场地，开展居民互助。
“居民”与“村民”结对，是航头人服务大型居

住区居民的待客之道。去年底，鹤沙航城社区党
委、社区委员会和社区服务中心同时揭牌成立，
批量解决大型居住区居民最关注的“急难愁”问
题。一场招聘会也将在大型居住区举行，提供
"$#个岗位。同时，银行、便利店、药店、饭店、杂
货店、水果店、美发店、建材店等配套设施已陆续
开出。浦东航头镇提出，要让城市居民的“咖啡文
化”和市郊村民的“甜芦黍文化”交融，让“航头孃
孃”和“上海阿姨”舞到一处，尽可能填补城市和
农村、居民与农民的鸿沟。大型居住区的 "#万
“新航头人”，几年内有望真正适应市郊的新家，
类似去年底居民恳谈会上争先恐后倾诉乔迁之
苦的现象越来越少。

! ! ! !受到一些制
度设计的先天性
限制，“镇管社
区”运作起来有
些力不从心。其
中最显著的问题
在于，大型居住
区居民从市区的
蜗居搬到市郊宽
敞的新家，对社
区环境及管理者
提出了更高 要
求。对此，刚启动
城市化进程的市
郊新市镇会不会
措手不及？更何
况，镇里就这点
家底，能应付人
口导入后陡然增
加的开支吗？

以航头镇为
例，经过 "##多年
发展，现有居民
"&万人。大型社
区建设如火 如
荼，农田被大片
高楼取而代之，三五年内，从市区搬来
的新居民将达到 &#万人，与此同时，
巨大的市场需求又会吸引大量外来人
口。新增人口预计会数倍于本地居民。

导入人口虽带来潜在经济效益，
但从短期来看，纯居住社区给镇里带
来的财政收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镇
财政却要因此增加相当可观的开支。
按每 $千至 "万人设立一个居委会的
比例计算，大型社区航头基地需要设
置 &#至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如
设置 $名工作人员，就要新增一两百
名社区干部。此外，还需增加警力、联
防、清洁等人员，这些开销都要从镇财
政支出。

航头镇现有 "*"万名老人，每年
光给老人发红包就要用去 $($万元。
人数其实并不算多，慰老工作做得比
较“惬意”。据预测，未来导入的 &#万
人口中，多数将是中老年人。已入住的
居民中，有人为了享受慰老、大病补贴
等政策，将户口迁到了航头镇。倘若将
来新居民们都把户口迁入，红包还发
不发得起？没人拍得起这个胸脯。

类似担忧在各大型社区普遍
存在。

&#""年，市人大代表在嘉定江桥
镇大型社区基地的金鹤新城调研时，
当地管理人员就坦言：“现有 &*%万人
签约入住，庞大的日常管理成本已使
基层政府感到，拉不动这辆马车，如果
规划导入的 $*&万人全部到位，每年
的日常管理费用将很难承受。”
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促进大

型居住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报告》
指出，地方政府承担着大型社区的前
期动迁、配套设施建设和属地化社会
事务管理，但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偏低，
难以平衡庞大的日常管理费用。代表
建议，大型社区建设要跳出固定思维，
纳入全市城乡建设体系统筹考虑，使
其不仅“落地”，更要“生根”。
新居民在新家园“幸福居住”，需

要“上下两头”齐努力。有关部门已在
考虑提供各镇一些财政支持。这无疑
是一个好消息，“镇管社区”的操作者
们正期待相关方案尽快明确。

市郊大型保障性住房基地陆续迎来首批动迁市民，
对“镇管社区”模式提出新课题———

房子面积大了，还要“幸福居住”
本报记者 孙云

“阿拉攀亲家了！”春节前夕，入住上海市保障
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下文简称大型居住区）浦东
航头基地昱星家园的居民与航头镇沉香村的村民
结对共建。春节后，从市区搬来的“新航头人”将与
本地农民每月联谊，“航头孃孃”将把“上海阿姨”请
到农家屋里包汤圆、种青菜，“上海阿姨”则将把“骑
马舞”、健身操等文艺活动带进乡村。

航头基地是全市大型居住区的一个缩影。去年
以来，各大型居住区陆续迎来首批居民，除了解决
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大型居住区更关注“幸福居住”
理念。然而，新生事物要想发展壮大，仅靠一镇之力
显然不够。如何才能走通“幸福之路”？不仅需要“镇
管社区”的父母官们动脑筋，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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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从市区蜗居搬到市郊宽敞新家!对社区环境及配套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资料照片） 肖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