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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者! 在现代化的商务楼!

繁华的商业中心!漂亮的商品房小

区的边上" 还有一些成片的棚户

房!斑驳破旧的旧式里弄"有的甚

至有八九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 请问"三个区二级以下旧

里分别还有多少$%十二五&期间和

今年都有哪些改造计划$

"金兴明!经过三轮旧区改造，
杨浦区已改造各类旧住房 !""余万
平方米，约 !#余万户居民迁入新

居。但目前还有二级以下旧里近
!$"万平方米，总量列中心城区第
一，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比全市任何
一个区都大，居民要求旧改的呼声
很高。“十二五”期间计划推进 %万
户 &"万平方米的改造任务。今年启
动征询 '"""户，完成 #"""户。

"孙建平!虹口二级以下旧里
总量比杨浦略少，但数量也很大，还

有 !#(万平方米、')(万户，主要是
虹镇老街等著名棚户区。“十二五”
期间我们计划完成 ()#万户，今年
确保完成 #"""户，力争达到更多。

"翁祖亮!闸北区二级以下旧
里还有 $%万平方米，其中成片的
*%万平方米，零星的 !"万平方米
左右。“十二五”期间目标是完成
+$万平方米，今年力争安排 +"""

户，主要聚焦苏河湾地区，并完成
一些基地的收尾工作。旧区改造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现在从各种
渠道的反映来看，住房改善排在
群众呼声的第一位。

"孙建平!是的，老百姓改造
的愿望非常迫切。我们一定要全力
以赴，把这项工作做好。如果上海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成
之日，中心城区还有大批棚户区，
那就是我们的失职。

创新机制啃下旧区改造硬骨头
———党代表谈未来五年旧改规划、思路和举措

! ! ! !“最近我们在一个旧改地块开展了
一次征询，通过率非常高，达到 &$,。”
昨天上午，在第 ((组的分组审议会上，
孙建平代表谈到了旧改的问题，引起了
同一小组的金兴明代表的兴趣。
金兴明问：“你们虹口区二次征询时

间多长？”孙建平答：“%个月到半年。杨
浦呢？”“一般 %个月，特殊项目可延长至
' 个月。你们二次征询同意率定在多
少？”“$#,以上。”两位代表就旧区改造
的话题交流得十分热烈。
此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进

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地区的危旧房改
造。("!!年 !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动迁”已成为
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征收补偿。
由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怎样
根据条例以及上海制定的实施细则，创
新机制，突破瓶颈，啃下旧区改造的硬骨
头，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是摆在市、区
两级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记者约请危棚简屋比较集中的杨浦、

虹口和闸北的负责同志，请他们谈谈未来
#年的旧改规划、思路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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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新建小区 要有配套师资
“我一直在想，家长择校究竟择什么？择办

学条件？这几年学校的硬件设施都建得不错。
最主要择的还是师资力量。”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党代表、大宁国际小学校长徐晓唯对择
校风有切身的体会。
她介绍，近几年，上海通过加大投入、财政

支付转移、改革教师分配制度等方式，教育资
源均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从 ("!"年开
始，上海改革教师绩效工资，这涉及到每位教
师的利益分配，直接关系到教师工作的积极
性，自然就关系到每个课堂上的孩子。
改革之后，收入相对较低地区的教师年薪

大幅增加，教师收入实现了区域均衡，一些区
县告别了人才流失之痛，老师的队伍稳定了。

徐晓唯认为，现在出现的择校问题，一方
面是由于对口学校的特色发展与家长需要的教
育服务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另一方面，家长心
态也需要调整。有的家长不管孩子基础如何、也
不管家里条件如何、距离远近，好像不给孩子择
校就对不起孩子。有的家长没有冷静思考孩子
的实际情况，对所选的学校也没真正了解。

近年来，不少中心城区居民转移到郊区居
住。如何保障他们的子女有好学校上？徐晓唯认
为，对郊区新建小区来说，配套现代化校舍并不
难，难的是如何找到好老师以及成熟的教育教
学模式。现在一些名校正在探索在郊区设“分
号”，共享师资队伍和课程，今后这些探索还将
进一步加强，促进优质资源进一步向郊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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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代漂亮 教师缺乏经验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到最好的教

育？”在外企工作的李丽萍最近陷入深度焦
虑。她儿子今年“幼升小”。去年开始，就为孩
子上什么小学反复纠结，她对记者说：“我现
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买房没有提前考虑孩子
入学的事。现在房价这么贵，我们也没能力换
学区房。”
对口的小学，她瞧不上。“学校造得挺漂

亮，可师资不行，好多老师都是刚毕业的，一点
经验也没有。”心仪的学校，她更纠结。“想进的
公办小学，太紧俏，我们又没门路，几乎是不可
能的；备选的几个民办小学，竞争激烈，离家
远，收费又高。”
最让她郁闷的是，“你家孩子上什么学校”

几乎已成为朋友见面的问候语了。“身边同事、
同学的孩子大多读的是名校，我不想想办法，
总觉得对不起孩子。”
最近一个月，李丽萍带着孩子到处面试。

为了让孩子读个好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她就
给儿子报了各种早教课，英语、绘画、钢琴、逻
辑思维训练……每个周末都排满了，就连幼儿
园放学后的一小时也不能“轻易放过”。
“录取希望比较大的是一个民办小学，孩

子的面试表现不错。可这所小学离家有 $公
里，如果录取了，意味着我每天接送小孩的时
间就得两小时左右。听说，学校的课业负担有
点重，不知道孩子能不能适应。”李丽萍说。

本报记者 叶薇 邵宁 潘高峰

面对择校老问题，党代表建言———

资源需均衡 家长要理性

! ! ! !近年来"社会上呼吁为学生减负"收效

却一般" 不少家长周末还给孩子报了奥数

班!外语班''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结果呢" 一些孩子只学会了死记硬背"

失去的"却是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 更可

怕的是"若只论成绩"那些向真!向善!向美

的为人处世之道"又如何在我们教育中得以

凸显$

教育"不应仅限于课本"而应更关注孩

子的全面发展( 在国外"一些博物馆!展览

馆!演艺中心甚至体育场里"经常可以看到

一批批学生在上课" 那里的公共文化设施"

就是孩子的%第二课堂&( 看后"很感叹(

其实"公民素质的提高!健全人格的培

养"乃至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打造"需要切实

的抓手与机制( 我所在的宣传系统代表团

代表就在探讨) 如何将现有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更多服务于民" 更多为我们的孩子创

造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有代表提议"倡导

老师家长"更多地带着孩子进剧场!看展览!

入体育馆''

人的全面发展" 尤其是青少年的全面发

展"不仅关乎个人"更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

未来之大事(因为创新也好"转型也好"说到底"

要靠一个个可用之才"去把工作落到实处(

在昨天小组讨论中" 一些代表表示"大

会报告中将%人的全面发展&上升至全党的

问题来谈"有新意"更有深意"体现的是%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阎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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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谋划未来

! ! ! !!记者!针对这么多矛盾和难

点"只有通过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才

能解决"请谈谈具体做法(

"孙建平! 针对三个难点，我
们推出了 %大举措：共有产权房利
益难解的，引入人民调解，让“老娘
舅”来断家务事，分好“蛋糕”，如入
驻虹镇老街的梁惠英调解工作室
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政策有曲
解或误解，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
的，我们把法律援助送到户主身
边，告诉他们，这样情况应当主张

什么样的诉求、有哪些权利，将其
纳入正轨、理性的利益主张渠道；
对新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通过
旧改志愿者上门宣传、做工作。

"金兴明!现在实施房屋征收
补偿的新机制，不能行政强迁了，
而是法院裁决后强迁，这样更为规
范，社会认同度更高。杨浦区已理
顺了组织体系———动迁公司改成
房屋征收事务所，区里旧改办改为

征收中心。今年杨浦第一个地块的
一次征询已经结束了，补偿方案也
论证讨论了，马上要启动二次征
询。今年要求收尾 !"个基地，启动
!(个基地。关于房源问题，上海的
住房保障体系是“四位一体”，希望
市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群众
需求，在房源上做一些调整。

"翁祖亮!我们也有成功的实
践。《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实施细则》公布后，全市第
一块按照新政实施的地块，就是我
们闸北区青云路 #%*弄地块。我们
按照两次征询，过程、方案全透明、
结果全公开，让老百姓参与到旧改
过程中，老百姓当监督员。此外，还
有党建联建、第三方力量参与等举
措，使动迁过程更加规范，更加有
序。一个月签约期结束，居民签约
率达 &+,，这个项目顺利完成，民
生工程变成了实惠工程。
本报记者 邵宁 潘高峰 叶薇

! ! ! !!记者!这些年来"动迁工作

越来越难做( 而今"房屋征收和补

偿新政出台"群众是否欢迎$ 旧改

的难点和瓶颈在哪里$

"金兴明!我感到，制约旧改进
程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
资金问题、房源问题和基地住户意愿
一致性问题。这最后一点具体来说，

老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总体上
很强烈，但真正旧改启动后，个别户
主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达成一致，对
整个基地的改造进程、成本控制、
功能形成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翁祖亮!闸北情况与别的地

区有所不同，二级旧里人口密度特
别大，单依靠区里自己的力量要尽
快完成改造，有一定困难。我们一方面
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吸纳
有实力的企业来参与旧区改造。

"孙建平!旧改新政实施后，

经调研，发现推进的难点主要在三
方面：一些家庭共有产权房，在补
偿中的利益分配，因为相互之间很
难“摆平”，家里人协调不了，就导
致无法签约；户主对旧改新政曲解
或误解，与政府博弈，希望能够博
得更多的利益；对旧改新政的不了
解、不理解，也会导致迟迟不签约。

棚户房旧式里弄有何改造计划

旧区改造存在哪些矛盾和瓶颈

面对矛盾和难点如何创新机制

! ! ! !" 孙建平代表!虹口区委书记

" 金兴明代表!杨浦区区长

" 翁祖亮代表!闸北区区长

【访谈嘉宾】

! ! ! !今年 *$岁高龄的梁光璧代表（右二），
党龄将近 '"年，她离休后仍然像年轻人一

样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类活动，热心反映基
层党员群众的呼声。图为在本届党代会上"

梁光璧正与女代表们交流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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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进好学校，家长不惜重金买“学区房”，名
校周边一房难求；有的初中只招两三百人，却有三四千
人报名；甚至上幼儿园都要择园!!又是一年入学
时，关于择校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