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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铁林

城市更新，不仅是惠当前、利长远的

民生工程，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

检验。

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都

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拿老旧小区改造来

说，居民最期盼改什么？怎样把资金用

到刀刃上？如何科学施工、减少扰民？

特别是对于“疑难杂症”，要找准病灶，分

清轻重缓急，必要时还得“联合用药”。

这背后，都离不开高效治理。

先把脉问诊，后开出良方，山东威海

市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当地连续5年

开展城市体检，完成住宅小区专业体检

全域覆盖，创建城镇房屋体检等3项制度

国家试点。得益于坚持“无体检、不更

新”，威海突出目标导向，成功打造火炬

八街、栖霞街等一批示范项目。

现阶段城市更新项目通常由政府主

导。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运转周期长、牵

涉利益面广，城市更新要想更可持续，还

须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

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

元共治模式。

利益多样，“众口难调”怎么办？公

众参与是破题良法。城市更新项目中，

老旧小区及城中村改造所占比重不小，

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面对不同诉求，

只有尽最大努力凝聚共识、统筹协调，方

能顺应群众期待，减少矛盾和阻力。

在重庆，红育坡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方案由“居民提议—大家商议—社区复

议—专业审议—最后决议”的“五议”机

制产生。在湖北黄石市，红旗桥社区枫

叶山小区由楼栋代表组建自治改造委员

会，负责与居民沟通、监督施工。推进城

市更新，居民是受益者，也应是参与者。

在基层治理上下功夫，让群众在项目决

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唱主角，有利于寻

找最大公约数，化解潜在纠纷。

头绪繁多，“不得要领”怎么办？招

贤引智是有效路径。城市更新涉及城市

规划、建筑设计、工程建设、风景园林、市

政交通等领域，专业性很强，街道、社区、

企业等单一主体难以事事兼顾。若不能

有效对接专业资源，项目实施的效率和

质量就可能打折扣。

天津河东区，一家木材公司的旧厂

房，更新改造后化身二手商品产业园，人

气十足。改造过程中，作为项目实施主

体之一的天津嘉盛集团也曾一度迷茫，

拿不准产业布局方向。通过合作机制，

项目引进更有经验的民营企业负责市场

调查和运营方案，最终确定了发展定

位。从共同出资合作经营，到规划师、建

筑师、工程师“三师进社区”，再到建立专

家委员会负责论证咨询，各地实践表明，

善建机制、广集众智，才能助力城市更新

项目规划更周全、运转更顺畅。

资源有限，“力有不逮”怎么办？多

点开花是可行解法。城市更新，既需要

财政资金投入、城市更新基金支持，也离

不开社会资本参与。这就要用好“两只

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

动、紧密配合。

湖南津市市 105 街区，改造总投资

38%来自社会资本，街区通过停车位、广

告位等产生现金流，平衡改造支出和后

期运营成本。湖北武汉市青山区 21 街

坊，4 栋危房由于资金短缺无法拆迁改

造，小区居民、产权单位共同成立合作

社，与开发企业签约“原拆原建”，新楼宇

除了满足原住户回迁需求，也可作为商

品房出售。立足实际想办法，积极探索

城市更新项目的长期盈利模式，就能增

强项目吸引力，有效拓宽融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优化共建共治共

享机制，以精细化治理护航城市更新，在

宜居宜业宜乐宜游上持续加力，我们定

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1 月 17

日 第 05 版）

——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②
治理更精细 运转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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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要想更可持续，还

须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

制改革，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

优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以

精细化治理护航城市更新，在宜

居宜业宜乐宜游上持续加力，我

们定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