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定思痛， 今年， 长桥街道党工委直面问

题， 把华沁、 华滨综合整治项目列为年内工作

重点， 并列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中整改清单第一项， 誓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整治不能靠一己之力， 过去光公安打

击， 完成得了一时却稳固不了一世。” 在徐汇

区委政法委等方方面面的支持下， 由徐汇区公

安分局牵头多方， 系列整治和长效管理的工作

方案逐步形成。

今年 4 月伊始， 整治专项工作组通过海

报、 悬挂横幅、 电子屏、 组建微信群、 举办现

场法律咨询会等形式， 宣传群租行为租赁双方

的法律后果， 并鼓励群众举报。 在比对核实大

量信息后， 编制整治数据一览表， 对反复回潮

的楼室号重点标注。

而打击的频次， 也从以往一个阶段安排若

干次集中打击， 改为在行动伊始就 “天天扫、

天天打”， 形成高密度打击攻势，使群租房租客

自行搬离的现象日益增多。记者获悉，截至 9 月

底，公安、城管、房办联合整治群租房 285 套，

“二房东”、业主自行整改 245 套，群租排查存量

基本清零。同时，业主收回、出售十余套房屋，进

一步强化了打击整治的效应。

“严厉打击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加强源

头管理。” 长桥街道平安办主任吕国军告诉记

者， 为此， 街道还多次召开无证 “二房东” 集

中教育沟通会， 强调非法租赁行为的社会效应

和法律后果。 并着重约谈小区周边 6 家房产中

介负责人， 规范租赁合同签订， 督促其严格落

实核查承租人身份、 履行人员信息采集登记等

法定义务。 对从事群租 “飞单” 业务的中介，

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吊销经营执照。 这样

一来， 群租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

整治群租仅仅是这场“战役”的开篇之举。

街道梳理发现， 小区原有技防设施的不足也是

一块短板。 “围墙周界报警系统损坏无法使用，

楼宇电控总门完好率不足 20%， 小区内视频监

控探头老化，图像模糊不清。居民楼楼道口和电

梯内更是无监控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 今年街道安排两个小区综合治理项

目预算， 包括全覆盖增设电梯探头、 楼道门禁

和地库非机动车集中充电设施、 垃圾库房改造

等。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两个小区共更换增设

高清探头 382 个， 增设非机动车微卡口智能识

别探头 14 个，升级智能识别门禁系统 45 套。

与此同时， 为配合好小区的智能安防建设

及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 物业也对原有保安队

伍进行了调整， 通过存优汰劣， 增聘精干保安

力量， 完善考核培训机制， 建立起一支具有较

高综合素质和较强履职能力的专业保安队伍。

目前， 两个小区保安已由原来的 39 名增加至

60 名 ， 并划分 9 个责任区 ， 加大巡查频次 ，

发现情况能及时处置报告。

吕国军告诉记者， 此外， 为了防止楼道堆

物、 引发消防隐患， 两个小区共 79 台电梯内

还加装了阻隔架， 防止电瓶车搬运上楼， 在楼

道内充电。 小区非机动车库也完成了升级改

造， 安装智能充电桩 133 个， 插座 1200 多个，

并配备消防喷淋系统。 “通过加大宣传， 引导

住户停车入库充电。 疏堵结合， 也解决了以往

整治难、 易回潮的不足。” 吕国军说。

作为小区门面的中心街， 也对沿街商铺环

境进行了整治， 并增设了机非隔离、 花箱、 公

共厕所、 集中充电车棚等系列设备， 优化岗亭

道闸位置， 打造出了小区内外有序整洁的环

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从龙吴路自北向南一路行驶， 过了上中路隧道后再驱车缓行几百米，

道路右侧一条颇具市井气的中心街便赫然在眼前， 华滨、 华沁家园这两个

曾经 “声名远扬” 的小区就分布在这条中心街的两侧。

其实， 说是 “声名远扬”， 对于长桥街道党工委而言， 却着实是种无

奈。 群租成灾、 偷盗多发、 各类隐患重重……因为乱象丛生， 华滨、 华沁

家园还曾频繁作为 “负面典型” 被曝光。

如何才能让 “扎心” 的家园变身成为宜居社区？ 今年年初， 徐汇区长
桥街道携手区公安分局开始探索大型居住区综合治理新模式， 从源头打压

群租生存空间， 到上线全区首个社区警务中心……而今， 华滨、 华沁小区

“12345” 投诉数、 “110”、 “119” 警情均同比明显下降， 小区整体环
境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近日， 记者走进这里实地采访， 探寻 “问题小区”

转型背后的精细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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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小区”如何华丽转身
徐汇：探索大型居住区综治新模式

华滨、 华沁家园竣工于 2010 年， 同属大

型动迁安置房小区， 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

米， 共有 4000 多户人家， 实有人口 12000 余

人。 出于相同的房屋性质、 又在地理位置上比

邻， 这两个 “姊妹小区” 从出生之日起， 就命

运相依。

“动迁安置房小区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

是存在大量空置房屋， 在这些房屋待售期间的

转租利益驱动下， 可以说小区自入住以来群租

现象便没有断绝过。” 长桥街道党工委书记伍

彦心犹记得， 群租最猖獗的时候大概在 5 年

前， 当时共有 1400 多套房屋处于群租状态 ，

大约占了小区总户数的 1/3。

“由此产生的楼道堆物、 私拉电线、 门禁

毁坏的现象更是突出。” 伍彦心说， 在这种情

况下， 小区的治安也是频频告急。 “入室盗窃

经常发生， 电瓶车偷盗的现象更是常见。”

而令居民们甚是烦心的还有小区主干道的

出入问题。 “中心街是小区居民进出龙吴路主

干道的必经之路， 可是在过去， 这里乱停车的

现象比比皆是， 加上人车混行， 短短几百米的

中心街， 在上下班高峰堵车堵上几十分钟根本

不稀奇。” 更大的隐患是， 这也同时堵塞了救

援车辆的来去之路，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小区

是失控的。

“这重重乱象， 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毫无

幸福感可言， 小区名字里的 ‘家园’ 二字成了

扎心的代名词。” 伍彦心告诉记者， 为此， 在

过去几年， 街道也曾大刀阔斧整治过， 尤其对

于群租现象， 也打击过、 处理过， “虽然数量

上从 5 年前的最高峰下降到了近几年的平均

500 多套， 但顽疾始终难消。”

整治行动一结束， 群租现象又回潮了。 长

年累月， 华滨、 华沁家园便像一块心病长在了

街道干部们的心里。

曾是群租“重灾区”

幸福感极低

源头管理

向存量群租“宣战”

软硬件跟进

小区面貌全面升级

小区旧貌焕新颜， 社区警务中心功不可

没。

“今年 4 月前， 华沁、 华滨小区的各类

110 呼入量一直位居全区前列， 其中约 80%是

非警务类警情，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和改进工作

方式。” 徐汇公安分局长桥新村派出所所长潘

剑平坦言， 大型居住区的治理关键在综合治

理、 长效治理上做文章。 为此， 徐汇公安分局

在多方支持下， 整合现有华沁、 华滨小区警务

室资源， 在小区中心街重新选址设立了华滨华

沁警务中心。 记者获悉， 这也是徐汇区首个设

在社区里的警务中心。

国庆节后， 警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长桥

新村派出所安排民警和特勤人员进驻， 将基础

警务下沉到社区一线， 同时也负责两大小区的

110 接处警工作。 “对于小区单车事故、 噪音

扰民、 普通家庭纠纷等警情， 我们会通过保安

人员手机上安装的协同办公 APP 推送给他们，

提醒他们加强管理， 实现对警情的末端分流。”

如此一来， 就能确保每个时间段都有民警

在社区一线组织各类社区防控力量开展工作，

确保民警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各类突

发警情， 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

状态， 实现警务中心全天候为民服务， 110 报

警数显著下降的目的。

而与田林十二村所创建的 “智慧小区” 模

式所不同的是， 华沁、 华滨小区的 “智慧系

统” 借助于既有视频资料的自动分析， 可对一

切异常情况实时发出警报。 长桥新村派出所副

所长王少白告诉记者，“比如针对占道经营管

理，系统会主动识别，自动报警，然后发送给相

关人员做进一步处理， 针对小区内异常徘徊的

人员，系统也会实时报警。”目前，这套系统已经

在调试阶段， 正式上线后将为小区铺设一张

“安防天网”， 进一步提高小区的安全系数。

智慧公安为小区

铺设“安防天网”

联合主办

社会治理创新基层样本
上海市委政法委 上海法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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