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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共评“读端”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山舞：

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是城市进入存量发展、

内涵式增长新阶段的重要工作。浙江在全国率先发布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既为各地提供了可借鉴

的路径，也为新时期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探索城市更新的更多可能性

浙江探索的居民自主更新模式，体现了“居民自主、政府支

持、资金统筹、政策创新”的鲜明特色。如何建设可持续的人类住

区，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第二届联合国人居大会通过《人人

享有适当住房》决议，旨在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安全、可持续、适足

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浙工新村的更新实践表明，城镇老旧小区更

新没有“标准答案”，不同城市、城市的不同片区可以探索不同

的解决方案。要充分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大胆探索，用改革的

思维、创新的办法、治理的理念，探索形成多元高效的城市更新

局面。

遵循城市更新发展的规律

以往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市场主体和居民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不足。可以预见的是，城市进入存量发展的新时期，围绕创造高

品质生活，居民自主性、各方的协商沟通等要素在城镇老旧小区

更新项目中的重要性会逐步上升。要遵循城市更新发展的规律，

寻求群众接受意愿、市场参与动力、财政承受能力的平衡点，有效

实现更新主体、更新资源、更新政策、更新力量的多元统筹，彰显

公共政策供给的精度、力度与温度。

践行人民城市的治理理念

自主更新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居民自愿自主，全过程、

实质性地参与。这一实践表明，复杂多样的老旧小区不仅仅是更

新改造的对象，也是彰显人民城市理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验

田。破解城市治理难题，要在共建共治共享过程中寻求答案，当城

市政府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市民与政府的关系从“要我做”

变为“一起做”，坚持以民主促民生，城市更新必将更上一层楼。

新闻回顾：4月11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就《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试行）》，明确相关流程和支持政策。

据悉，这是全国首个出台的推进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从基本原则、组织实施、政策保障、工作要求等四个部分，提出政府引导、业主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保障安全、优化流程，自愿申报、试点先行等原则，探索建立科学、简便、有效的管理流程与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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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校园欺凌虽然无形但同样沉重。据报道，近日，

北京四中院二审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案件。实

施欺凌的学生被判朋友圈赔礼道歉，家长作为监护人赔偿

对方经济损失5000元。

小张与小黄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小张素来看小黄不

顺眼。某天，小张看到一篇内容与小黄有关的微信笔记，便

在朋友圈邀请大家“吃瓜”。有同学“闻讯而来”，小张遂将

涉案微信笔记以及一段不雅视频发给了“吃瓜群众”，并影

射不雅视频中的女子为小黄。“吃瓜群众”问是否可以外传，

小张表示“随便发”，致使涉案笔记及视频被再度传播。

网络本该是青少年学习、交流、成长的辅助工具，可案

件中的小张利用网络造谣、转发不雅视频，造成小黄心理创

伤和名誉损害。这种行为，已远远超出恶作剧的范畴，构成

了校园欺凌。

在人们的印象中，校园欺凌往往体现为对身边人的一

种肢体暴力。其实，网络上的一些行为也会构成欺凌。网

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距离感，容易让一些孩子产生错觉，以为

可以在网上随意发泄，而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进一步

加大了欺凌行为的恶劣影响。本案中，小张的行为不仅侵

犯了小黄的隐私权和个人尊严，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校

园文化的健康氛围。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对未成年人保护都同样值得重视。网

络世界虽然虚拟，但它对未成年人心理、情感乃至社会适应能力

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相比于传统欺凌，网络欺凌更难察觉

也更难防范，它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网络空间，但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同样受到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责任重大。从本案来

看，判决小张的家长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5000 元，既是对监

护人责任的明确，也是对监护人失责的警告。家长有义务

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遵守法律法规，包括在网络使

用方面，防止他们成为网络欺凌的施暴者。

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的欺凌，都是

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守护“少年的你”，不分线上线

下。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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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立法规定“妻子可查询配偶财产”，冲上了热

搜。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明确，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

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

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

书面材料。

相比于漫长繁琐的司法程序，“妻子可查询配偶财产”规

定为女方打开了一条简易通道，对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有积极

意义。

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构成对女方权益的过度保护？在强

调保护女方权益的同时，又该如何保护男方权益？

这一权利目前仅向女方开放，或许有其现实考量。

法律规定，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

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而在一些婚姻家庭纠纷中，女方往

往被蒙在鼓里，不清楚对方名下究竟有多少不动产、多少银

行账号，在纷争中陷入被动，难以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权

益。而掌握了财产信息，就掌握了主动。福建推出的这一规

定，让女方更容易堵上这个漏洞。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方因为要分担的家庭责任更重，

不可避免要在事业上有所分心，特别是为了要照顾孩子，很

多妇女不得不选择离开职场，当全职妈妈，全身心投入照料

家庭之中，原本就已经失衡的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就更扭曲

了。男方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上握有主动权的普遍状况，

使得“妻子可查询配偶财产”更具现实意义。

再看得深入一点，这条规定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保护婚

姻。财产信息透明，有利于家庭团结，有利于夫妻双方建立

长期的信任。

当然，查询只是为了解相关信息，为厘清共同财产提供相

关依据，并不等于默认查询到的结果都是夫妻共同财产。至于

夫妻任何一方的个人财产归属，完全可以在婚前进行约定。

透明公开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家庭和婚姻稳定的关

键。保障妇女权益体现了司法照顾相对弱势群体的精神，而

人人平等同样也是司法的基本原则，那么今后，完全可以同

样赋予男方查询配偶财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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