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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的 810元公租房租赁补贴已到
账。”近日，家住辽河小区的孙先生收到一条
银行短信。从去年开始，孙先生一家开始领
取公租房租赁补贴。“之前公租房补贴领取
时需要审查，我需要拿着户口、身份证、收入
证明等好几样复印材料到社区。由于审核有
时间要求，那几天社区办公室里全是人，材料
带少了还得再跑一趟，我腿脚有残疾，很不方
便。”孙先生告诉记者，现在他通过“哈尔滨
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上传需要审核的
材料，非常方便，不用再到社区跑了。

针对生活困难、身体残疾、难以到
窗口办理公租房租赁补贴手续和缴纳
租金的公租户、哈尔滨市住建局急群众
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创新研发了哈
尔滨市住房保障微信公众号，公租户
足不出户、仅用一部手机或一台电
脑，即可办理公租房租赁补贴和公租
房租金缴纳，真正做到了让“信息多
跑腿，群众少走路”。

此外，针对查询新建商品房网
签合同备案信息需由本人到窗口
查询，费时、费力而且不便利的问
题，哈市住建局创新推出了手机移
动端公众号线上查询方式，让广
大群众足不出户、轻松动动指
尖，就能查询到商品房信息。

针对小区物业企业不作为，
业主面临投诉难、服务质量监管
难等问题，哈市住建局创新研
发了哈尔滨市“智慧物业”管
理信息系统，全市住宅小区广
大业主可通过“哈尔滨住建”
微信公众号，对物业服务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投诉，投诉
内容逐级转交社区、街道
办、区物业办等部门限期
处理，业主还可通过“哈
尔滨住建”微信公众号，
对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
和业委会满意度每月测
评打分一次。与此同时，

“智慧物业”中的哈
尔滨市物业服务企
业信用评价板块也
同期上线，该板块主
要面对市物业主管
部门、区县物业主管
部门、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民委员会、物
业管理协会等
开放端口，采集
企业相关信用
信息，实施信用
综合评价，依法
依 规 公 开
企 业 信 用
记 录 和 评
价结果，进
而 提 升 物
业 服
务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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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民生清单 解决“急难愁盼”
哈尔滨市住建局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邢汉夫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哈尔滨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紧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把学习党
史与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心谋
划了 5 大方面、15项重要民生实事。其中，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
改造、二次供水、哈东污水处理和供热管理5项民生实事，被列入省
专项行动计划；提升天然气供给能力、调整热源结构、优化静态交
通、打通断头路、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等 10项民生实事，列入哈尔滨
市惠民工程台账，聚力使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让人民拥有美好的生活家园，是哈尔滨市城建人一贯秉持的发
展思路与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今年以来，哈市住建局持续提升城乡
建设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城乡建设各项事业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在不懈奋斗中，书写了一篇又一篇精彩华章。

哈尔滨市香坊区旭
升 街 239-279 号 地 段 棚
户区，曾经危房残破，街
窄巷堵，污水横流，区域
内老旧危房集中，道路、
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破
损严重，卫生条件差，火
灾隐患大，犹如一处“城
市疮疤”，群众要求整体
搬迁改造的意愿十分强
烈。为此，今年哈市启动
该区域棚户区改造征收
工作。征收过程中，哈市
住建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不仅以惠民利民举措，为
群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
务，更以亲民爱民的情
怀，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架起了一座“连心桥”，做
到了文明征收零投诉、和
谐征收零上访。

“早就盼着动迁了，
这破房子谁还想继续住
呀？”该处棚户区居民孙
先生说，“当时听说要动
迁，我做梦都笑醒好几
回。住上宽敞明亮、不漏
不潮的新楼房，我多年的
期待终于实现了。”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
就是党心。近年来，哈尔
滨市把棚户区改造作为
一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
历经多年、多轮、多批集
中攻坚，今年，哈市仅剩
8600 余户的棚户区尚未
改造，群众改造意愿极为
强烈。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哈尔滨市住建局聚焦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从
解决居住条件最困难的
棚户区居民入手，确定了

“不留死角，该拆必拆，
年内清零”的决战计划，
下定决心以“钢牙”啃“硬
骨头”的精神，回应民生
期盼。哈尔滨市住建局
组织市直部门和各区政
府，在组织领导上摆成

“一盘棋”，在协调配合上
拧成“一股绳”，在动员促
迁上织成“一张网”，协同
作战，集中攻坚。

截至目前，哈市南岗
区振兴村、货场街和香坊
区 旭 升 街 239-279 号 地
段已启动房屋征收，道外
区二十道街和香坊区公
滨路化工四路、东巴安里
街等地段将于近日启动
房屋征收，其他项目正在
紧张有序调查摸底，按月
拟定征收征地、净地、土
地挂牌出让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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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整了，小区改
造后变美了。”“车子有
地方停了，不用再抢车
位了。”“我们住得更舒
心了，大伙儿都有获得
感。”近日，刚刚完成改
造的哈市南岗区广场社
区居民你一言我一语，
为老旧小区的改造成
果，打出了高分。

哈市把老旧小区改
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来抓，按照让群众
参与、让群众满意的思
路，坚持“内外兼修”，改
造“里子”、扮靓“面子”，
全面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和城市面貌，提升城市
品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哈市住建局持续
挑战自我、自我加压，今
年再启动改造老旧小区
1000 万平方米。为保
证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哈市住建局代市政府起
草了目标责任状，明确
了各区工作任务、工作
标准以及完成时限，夯
实开竣工目标；印发了
《哈尔滨市 2021年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
案》和《哈尔滨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组织管理暂
行规定》，明确了项目生
成、工程招投标、施工组
织、工程验收、建管交接
等方面规则；组织市、区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
全面介入，强化日常巡
查，并根据工程节点实
施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建设进度等专项督导。

老旧小区如何改，百
姓说了算！哈市在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谋划、设计
方案优化等环节，充分征
求民意，保障居民知情权
和参与权。在施工现场
统一设置“五牌一图”和
公示板，设立市、区服务
专线电话，邀请群众全过
程监督。施工现场设置
规范围挡、便民通道等设
施，采取湿法作业、洒水
降尘等措施，保证百姓正
常生活。

截至 6 月 10 日，哈
市 南 岗 区 和 平 房 区
150.89万平方米改造工
程已全部开工。据了
解，道里区、道外区、香
坊区共开工 164.83万平
方米，松北区、呼兰区、
阿城区全部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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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宽阔的桥面、雄浑
刚劲的桥体、桥上顺畅的车
流，勾画出现代立体交通的
生动画面……6 月 28 日，省
百大项目——哈尔滨哈西大
街打通工程正式竣工通车。

该项目通车，贯通了哈
西地区与三环路的连接，打
通了哈西核心地区南北两侧
与平房区、道里区、松北区的
有效连接通道，进一步提升了
哈尔滨西部地区路网综合交
通能力，加大了主城区与新兴
经济区的功能链接，将促进城
市西部地区的融合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
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哈尔滨市住建局针对优
化静态交通、打通断头路以
及天然气供给、热源结构调
整、供热和物业管理等影响
制约民生保障和城市发展的
现实问题，立足主责主业，精
心谋划了建设 5 万立方米
LNG储备设施、新建输气管
道 89.2公里、新增 400个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实施 5项区域
联通路桥工程与 11项断头路
打通路桥工程、推进建设平
南热电厂哈飞热源联网工
程、推进新阳热电厂煤改气
工程、开展 90万户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优化燃气 IC
卡便民服务、推进哈西大街
重点工程建设、提升物业管
理和供热管理等多项民生实
事，并逐项明确责任部门、工
作措施、工作目标和完成时
限，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
任务书，实行挂图作战，分批
逐项推进落实。

截至目前，哈市天然气
应急储备项目已开标；燃气
管线工程已建成 5.5公里；民
主热电厂新建项目正在进行
热源厂重新选址论证，平南
热电厂哈飞热源联网项目 5
个分区已有 2个投入运行；乡
政街、宣化街、马端街等 29个
项目 286个充电设施已取得
供电路径许可，29条路由已
开工放线；5项区域联通路桥
工程已复工 2 个，11 项断头
路打通路桥工程已开工 7个；
新阳供热厂锅炉房（含 2台锅
炉）已完成改造；90万户农村
房屋安全隐患已排查完毕；
自助圈存设备已安装 139处；
提升生活用水质量的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工程已全面开
工，计划 9月 30日前通水，通
水后可惠及居民 7.9万户；彻
底解决阿什河污水污染问题
的阿什河污水处理厂工程已
完成工程总量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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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二次供水改造让老旧小区居民告别“吃
水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摄

何家沟清淤工程改善
水环境质量。

何家沟清淤现场。

哈西大街打通工程贯通
哈西地区与三环路的连接。

哈西大街打通工程哈西大街打通工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市民足不出户即
可缴纳公租房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