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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本报讯 昨天是杭州今年第 22 个高温天，但这不会是今

年最后一个，因为，热远未结束。下周初，一丝短暂凉爽的后

面，是高温的再次崛起。

杭州昨天最高气温 35.7℃。18 日起，杭州受弱冷空气南

下影响，18-19 日午后易出现雷阵雨天气，同时 19-20 日的

最高气温会略有回落，预计将在32-34℃。

虽然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快熬到头了，下周就要出伏

了，但高温并不甘心收手。杭州市气象台预计，21 日以后随

着副热带高压势力的增强，气温还会再次升高。

夏日里频频上线的除了高温，还有臭氧。你别看最近杭

城的天空，蓝天白云，美美的，但轻度污染却几乎天天上线，有

时甚至中度污染，其“幕后黑手”就是臭氧。

盛夏是一年中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候，而阳光是臭氧污

染加剧的直接推手——臭氧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在高温、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条件下转化形成的，夏

天恰恰满足了这些天气条件。

但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甚至觉得空气能见度很好呢？

那是因为臭氧本身是一种淡蓝色气体，它并不会造成能见度

严重降低。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臭氧的“杀伤力”却不小，

在近地面，臭氧会危害人体健康，对眼睛有强烈的局部刺激作

用，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可强烈刺激鼻、咽、喉、气管等

呼吸器官，造成肺功能改变，引起哮喘加重，导致上呼吸道疾

病恶化，还会破坏生态系统。

气象专家建议，尤其是儿童、老人等体弱和敏感人群，在

午后两三点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本报记者 段罗君

高温还未结束
臭氧污染频频上线
刺激眼、鼻、咽、喉、气管等呼吸器官
午后两三点污染最严重

本报讯 杭州秋涛路庆春东路人行天桥东南侧引桥被撞

后，何时重新开通一直备受关注。昨天上午，杭州市城管局发

布消息称，人行天桥被撞部分在 8 月 15 日完成抢修并具备全

面恢复通行功能，8月16日15时恢复整体通行。

昨天下午 2 点半左右，记者来到秋涛路庆春东路人行天

桥东南侧引桥位置，全新的电梯已安装妥当，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杭州市城管局市政设施发展中心桥隧管理科工作人员表

示，“原定8月底开通的，但考虑到这个地方交通流量大，旁边

就是医院，行人对过街的需求也比较高，通过参建各方努力，

提前半个月恢复整体通行。”

本报记者 杨一凡 通讯员 金林杰 胡菡文 蔡嘉颖

秋涛路庆春东路人行天桥
昨恢复整体通行

4年时间，改造老旧小区950个。改不改、改哪里、怎么改，都由居民说了算。杭州老旧小区的春天来了——

昨天，杭州发布《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杭州将花 4 年时间全面实施改造老旧小区。至 2022 年底，全杭州计划改造老旧小区约 950 个、1.2

万幢、43万套、涉及改造面积3300万平方米。

杭州4年要改造950个老旧小区
改什么？怎么改？居民说了算
改造内容：电梯、绿化、停车设施、养老幼托配套等
小区改造资金除了财政资金，原则上居民也要出资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杭建宣

改造范围
今年试点7.9万套2788幢

哪些住宅小区要改造呢？

以2000年为界，重点改造——

2000 年（含）以前建成、近 5 年未实施综

合改造且未纳入今后5年规划征迁改造范围

的住宅小区；

2000年（不含）以后建成，但小区基础设

施和功能明显不足、物业管理不完善、居民改

造意愿强烈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小区也可纳入

改造范围。

其中，2019 年试点先行，改造 65 个项

目，包括7.9万套，2788幢；

2020 年全面启动，改造 344 个项目，

15.9万套，4314套；

2021 年全面推进，改造 341 个项目，

11.6万套，3254幢；

2022 年整体收尾，改造 226 个项目，

10.3万套，3317幢。

改造什么
电梯、绿化、停车设施⋯⋯

此次老旧小区的改造，和以往简单刷刷

外立面、做些简单维护很不同，简单来说，就

是“综合改造”和“服务提升”，即完善基础设

施、优化居住环境、提升服务功能、打造小区

特色、强化长效管理。

“其实就是把老小区面临的多项改造内

容一次性实施到位，防止以后再轮番施工。”

市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像基础设施方面，如水电气迁改、地下管

网、污水零直排、拆违复绿、消防整治、智慧安

防、物业改善等，都进行统筹整治。

除了这些，还要放入实用的个性化加载

菜单，比如设置停车泊位、加装电梯、海绵设

施、空间整治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等，同时努力

挖掘空间，增加养老幼托等配套服务设施，让

建设改造一次到位。

改不改？怎么改
居民有决定权

杭州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凝聚居民共识，变

“要我改”为“我要改”，“改不改”“改什么”

“怎么改”“如何管”都由居民来决定。

其中一条规定是：各区、县（市）政府，管

委会于每年 10 月底向市建委申报本辖区下

一年度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原则上，申报项

目需符合物权法规定的“双 2/3”条件，且业

主对改造方案（内容）的认可率达 2/3。每年

改造计划的具体项目，根据居民意愿可作适

当调整。

比如小区居民觉得小区需要改造，向社

区提出来后，社区会进行摸底。想要改造的

小区，要满足三个 2/3，即全小区 2/3 的居民

同意改造，改造范围占整个小区面积的 2/3，

都达到了才能申报计划，确定哪些地方要改

造，制定方案，改造方案的认可率达到 2/3，

才能进行下一步落实实施。

钱哪里来
财政资金+居民出资

关于小区改造资金方面，除了财政资金，

《实施方案》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原则上居民要

出资参与本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具体通过个人

出资或单位捐资、物业维修基金、小区公共收

益等渠道落实；探索引入市场化、专业化的社

会机构参与老旧小区的改造和后期管理。

此外，在后续管理方面，也是希望居民参

与其中。改造好了还要管理好，在改造前，这

些小区都要做好承诺，后期不好好维护管理，

之前的改造就白做了。

停车泊位、养

老 幼 托 配 套

等 是 小 区 亟

待 完 善 的 方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