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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出新面貌 提升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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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无电支付安全吗
本报记者 陈果静

美好社区多美好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细节之中见品质
本报记者 王胜强

老城区里活力足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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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态的法定货币，是数字化的现金，无网无电支付体现了

现金支付的便利性。

□ 消费者可以通过设置数字人民币无电支付功能的可支付次数和免密额度限

制保证资金安全。若手机丢失，消费者可在另一部手机上登录数字人民币 App 关闭

无网无电支付功能，即可有效防止资金损失。

日前召开的 2023 年全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工作会议指出，2022 年我国实现新开

工改造 5.1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的年度目标

任务，“十四五”期间，将基本完成 2000 年

年底前建成的、约 21.9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的改造任务。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

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的重要内容。

近 10 年来，我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

区 16.3 万个，惠及居民超过 2800 万户。在

此过程中，各地探索出了不少经验做法，多

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经验入选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

政策机制清单，在全国推广。虽然模式不

同，但成功经验中有个共同点，即着眼“老

旧”特点，把握“小”内涵，做足“大”文章。

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让小区品质

提升更贴心。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规模小、

分布散的特点，如何在有限的改造空间改

出大民生，得下足绣花功夫。在改造过程

中，应坚持地上地下统筹，“面子”“里子”并

重，既着力解决并完善市政设施、城市疏

堵、环境治理等居民的迫切需求，也兼顾医

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通过

智慧化改造，提升社区整体服务效能，满足

居民多元化需求。

将民生和发展相结合，实现城市形象

提质升级。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兜底工程，也是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城市的基础工程。可通过以小带

大、小中见大、有机更新，在融入城市整体

风貌的过程中，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品

牌。同时围绕老旧小区需求，布局生产、生

活、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新老城区融

合、协调发展，激发老城区的生机和活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不少地方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民主

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涌现出了“幸福圆桌会”“院巷议事

团”等改造与治理相结合的好方法，备受群众好评，值得推广。在老

旧小区改造中，要问需于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变自上而下的政府

推动为自下而上的群众主动参与，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让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成色更足。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5.22%，城市建设进入提质增效阶

段。老旧小区涉及的人口、环境、管理方式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

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事关城市繁荣稳定、

可持续发展大局，应久久为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实现老旧小区

旧貌换新颜的同时，让“老居民”乐享“新生活”。

一大早，重庆市永川区昌州路

28 号小区的居民刘扬明就在小区

里锻炼身体。“现在，泥泞的院坝平

整了、杂乱的线缆规整了，院内的

大树、老水井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又增添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等设施。”谈起小区改

造带来的变化，刘扬明幸福感满满。

日前重庆市提出，2023 年，将继续加大民生投

入力度，滚动实施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包括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069 个。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22 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和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拟激励支持对象之一的永

川区，近年来将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作为增加城

市韧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

展工程。

永川区聚焦居民需求，着力解决“一老一小”、

电梯、停车、医疗卫生、便民商贸等服务供给不足问

题，推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一方面建立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成果共享”机制，

明确内容清单，完善改造程序，细化示范文本，全区

35 个社区实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过程群众“菜

单式”选择；另一方面推动综合改造与社区服务同

步提升，通过引入专业物业管理、社区物业服务中

心、居民自治 3 种模式，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自 2019 年至今，永川区累计投入资

金 13.8 亿元，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11 个 489.5 万平

方米，惠及居民 7.2 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永川区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

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拉动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在发挥建筑“活历史”作

用，优化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因地制宜打造社区

便民消费圈，提升小区周边地段商业价值，构建老

旧小区消费新地标，实现社区经济繁荣与吸纳就

业、改善民生双促进。

永川区住建委党委委员、住房服务中心主任

罗守平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城居民对城市更

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文脉传承的要求，永川

区从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两个维度，连线成片进

行 老 旧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实 施 了“7 个 100”专 项

行动。

“通过改造 100 个老旧小区、塑造 100 个城市街

角、展现 100 处城市记忆、打造 100 个社区微客厅、

实施 100 公里城市慢道、活化 100 个特色商业、提升

100 处创业里巷，推动老城区功能内涵整体提升，

努力将永川打造成为一座遍布生活之家、幸福之园

的‘家园城市’。”罗守平说。

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暖

意融融。走进河北省保定市

莲池区永泰家园小区居民姚

荣莲家，客厅里一人高的平

安树和吉祥树绿意盎然，红

彤彤的灯笼点缀其间，映衬得屋里格外喜

庆。“老了老了，倒住上干净舒适的楼房，生活

更好更方便了。”姚荣莲老人说。

永泰家园是保定市莲池区蔡庄村回迁

小区，蔡庄村党支部书记徐素说，房子户型

功能划分合理，门窗、墙地砖、厨卫洁具等都

是大品牌，之前很多居民担忧回迁房的品质

不好，现在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很多人把原

来的家具搬过来就直接入住了。

日前，河北省召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动

员部署视频会议。会议指出，2023 年河北省

将继续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

现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外兼修”，以更高质量

完成好各项改造任务，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据了解，2022 年河北全省各地如期高质

量完成 3698 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52 万

余户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城市更新、统筹城市

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共涉及 69 个村，约

3 万户 11.5 万人，新建安置区 52 个、安置房

98745 套。目前，一期 11 个安置区已交付，二

期 20 个安置区全部封顶，三期 21 个安置区建

设全面启动。

“安置住宅小区从设计到施工，一直对标

高品质，户型设计了刚需型、经济适用型、改

善型三大类，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让项目

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还建立了

监督保障机制。”保定市城改办工作人员修林

说，保定充分考虑“一老一小”等群众日常生

活需求，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坚持把好房子、好配套、

好环境交给群众，着力打造 15 分钟、10 分钟、

5 分钟生活圈，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为群众打造舒适便捷、精致宜居的生活环境。

从“脏乱差”到“洁净美”，湖南

省湘潭市雨湖区广场街道和平美

好社区这些年的蜕变，成为 75 岁

居民朱爱华晚年生活中看得见摸

得着的幸福。“你看！小区里的老

马路整修得宽敞洁净，小区里的老楼粉刷得面目一

新。我在这个小区住了 40 多年，现在感觉住进了

新小区。”朱爱华老人说。

和平美好社区是湘潭市“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

动”首批启动的试点社区之一，也是湘潭市老旧小

区集中连片式改造的先行者。作为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22 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和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拟激励支持对象，2020

年以来，湘潭市积极探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新路

径，按照“多元化参与、系统化改造、市场化运作、立

体化管理”的模式，共改造老旧小区 535 个，累计完

成投资 16.39 亿元，拉动社会投资超 60 亿元，惠民

生、稳投资、扩内需的综合效应日益凸显。

老旧小区改造点多面广，是一项系统工程。在

绘制规划蓝图时，湘潭市以完整社区的标准和“15

分钟生活圈”的规模划定“美好社区”作为改造实施

单元；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围绕“水电路气网梯安治”和“菜食住行购、教科文

卫体、老幼站厕园”功能元素，出台改造技术指南，

系统推动小区内外、地上地下、平面立面基础设施

联动更新。同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湘潭市还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有机融入红色文化、军工文化、历

史文化等地方元素，再现湘潭韵味、湘潭精神，让城

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和平社区党总支部书记谭娇玲介绍，通过盘活

闲置资产，撬动社会资本力量，和平美好社区建成

了 3200 平方米的集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生活超市、

休闲健身、餐饮娱乐等于一体的邻里中心。其中，

近 1000 平方米无偿提供给社区作为服务用房，其

余 2000 余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

老旧小区三分靠建、七分靠管。湘潭市坚持小

区改造与创新基层治理同步推进，建立以社区党组

织为核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为

成员的议事机制，让居民自治全参与，同时，推动物

业管理全覆盖，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跨越。

高新区新塘里社区党支部书记黄韬略给记者

举了个例子，老旧小区三湘鑫苑于 2019 年成立邻

里党支部和自治委员会，启动支委会与业委会交叉

任职试点，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后，引进了物业管

理。在“业委会+支部+物业”的小区治理新模式

下 ，三 湘 鑫 苑 物 业 费 缴 纳 率 100% ，电 梯 加 装 率

72.73%，走在了湘潭市的前列。

目前，湘潭市正在开展智慧小区试点，搭建线

上智慧物业云服务体系，实现线上线下物管一体

化，努力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近日，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新功能上线，

引发关注。部分安卓手机用户发现，在数字人民

币 App 硬钱包的“支付设置”中新增了“无网无电

支付”功能入口。

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顾名思义，就是在

手机没有网络甚至没电关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

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记者进行了体验，将

已经关机的手机贴近支持该功能的 POS 机，立即

就完成了支付，整个支付过程非常顺畅。

工作人员介绍，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的

全称是数字人民币手机终端无网无电支付，即在

手机关机的情况下，消费者仍然可以使用手机“碰

一碰”收款终端完成支付。要使用这一功能，消费

者只需开通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中的无电支付功

能，并设置好关机后的可支付次数和额度即可。

目前，数字人民币这一新功能已经可以在部

分场景下使用，未来还将拓展至更多场景。工行北

京分行数字人民币团队的齐墨寒告诉记者，目前，

可受理数字人民币的带 NFC 功能的 POS 机都支

持无网无电支付，只需进行软件升级即可。如一些

商超、书店、自助售卖终端等场景，都已经铺设了

此类 POS 机，随着数字人民币研发的推进，未来

会有更多的场景支持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对这一新功能进

行了预告。2022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人民银行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扎实开展数字人民币研

发试点工作》一文中就提出，将推出多种形态的硬

件钱包，探索软硬融合的产品能力，并针对无网无

电等极端场景研发相应的功能。

业内专家认为，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态的法

定货币，是数字化的现金，要体现作为现金支付的

便利性。无网无电支付功能可解决用户在手机无

电关机下不能支付，同时也未随身携带实物现金

应急的痛点，保障用户在极端情况下仍可继续使

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业务。虽然手机没电的同时还

需要支付是小众场景，但是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

货币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也体现了数字人民币

的“人民性”。

据悉，目前小米、vivo 等部分机型已经可以支

持数字人民币这一新功能，后续该功能还将面向

更多机型及场景有序开放。

对用户来说，在使用这一功能之前，安全性是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有网友担心，如果开通了这

一功能，手机丢了怎么办？别人捡到我的手机是

不是可以随便花？

实际上，消费者无须过度担忧。工作人员介

绍，数字人民币的相关设置可以保证资金安全。

消费者可以自行设置手机无电支付功能的可支付

次数和免密额度限制。在无电支付时，如果交易

金额超过了免密额度，需要用户在受理设备上输

入支付密码，后台系统校验通过后，交易才可进

行。同样，如果在无电情况下支付次数超过限制，

交易也无法进行。在手机丢失的情况下，消费者

可在另一部手机上登录数字人民币 App，立即关

闭无网无电支付功能，即可有效防止资金损失。

新春伊始，山西省运城市举行 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人力资源招聘大会，共有 224 家企业 2 万余个就业

岗位和数十个优秀创业项目，供广大求职者和有创业意愿

的人员选择。 闫 鑫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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