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2021〕41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

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

《山西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5年)》

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5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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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行动方案

(2021-2025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全面推进全省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制定以下方案。

一、目标任务

扎实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全面实施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行动,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居住功能,提高安

全防范能力,推进“两下两进两拆”整治工程,优化人居环境,提升

服务水平,切实改善老旧小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到“十四五”期末,基本完成7701个城

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2021年,全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866个。到2022年

年底,完成全省需改造小区总量的35%以上;2023年年底,完成总

量的60%以上;2024年年底,完成总量的80%以上;到2025年年

底,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二、实施范围和改造内容

(一)实施范围。

城镇老旧小区主要是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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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物及设施老旧破损、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安防设施不齐

全、服务设施不健全、居住环境不舒适、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

小区(含单栋住宅楼)。重点改造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

小区,包括公房小区、已房改公房小区、经济房等保障房小区、普通

商品房小区,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所属老旧小区、移交政府

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宅小区等。对于2000年以后建成的确

需改造小区,或尚未完成建筑节能改造(含需重新做建筑节能改

造)的城镇老旧小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已纳入城镇

棚改计划的,不属于本次改造范畴。

(二)改造内容。

基础类改造:为满足居民居住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改

造。主要包括小区内供水、排水、供电、道路、供气、供热、消防、安

防、通信、照明等基础设施;建筑节能改造、雨污分流改造、生活垃

圾分类等;增设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提供地面防滑、加装扶手、消

除地面高差等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建筑物屋面、外墙、楼梯、入口

等公共部位维修;加装电梯;建设规范小区出入口、微型消防站,畅

通机动车通道和生命通道;增设完善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和门禁等

防护设施;完善邮政快递、物业用房等设施;拆除违法建设及影响

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完善类改造:为满足居民改善型生活需求的改造。主要包括

美化建筑立面;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实施灯光亮化;改造或建设

停车场(库)、电动汽车(自行车)充电设施、文化休闲、体育健身设

—3—



施等配套设施。

提升类改造: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推进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改造。主要包括养老托幼、卫生服务、便民市

场、社区服务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屋顶绿化、透水铺装、

雨水调蓄、雨水花园、排水设施等海绵化改造,基础服务设施的智

慧化改造等。

各地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过程中,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确定改造内容和改造标准。

三、工作要求

(一)编制改造规划和行动方案。各市要对本行政区内的城镇

老旧小区进行逐一摸底核实、登记造册,做到“一区一档”。按照

“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编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规划(2021-2025年)。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所属城镇老旧小

区按属地原则纳入地方改造规划和计划,统一组织实施。

各市要结合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制定出台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攻坚行动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每年要

组织所辖县(市、区)区分轻重缓急,制定下一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经市政府同意后,于当年9月底前报省住建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

(二)优化审批手续办理。要精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审批

事项和环节,构建快速审批流程,积极推行网上审批,提高项目审

批效率。市县级政府可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改造方案,认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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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部门直接办理立项、用地、规划审批。不涉及土地权属变化

的项目,可用已有用地手续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无需再办理

用地手续。探索将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并为一个阶段,简

化相关审批手续。鼓励规划、消防等相关各部门实施联合验收。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利用闲置用房等存量房屋建设各类公

共服务设施的,可在一定年期内暂不办理变更用地主体和土地使

用性质的手续。增设服务设施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依法积极予以办理。

(三)抓好设计施工验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

要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经营单位,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科学编制改造设计方案,方案要进行公示。对房屋修缮要坚持安

全第一的原则,严禁擅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涉及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的,要严格落实相关保护措施。

要科学组织施工,统筹安排各专业管线等改造内容的建设,尽可能

避免或减小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严禁随意乱剪、乱挖等破坏管线的

行为。加强施工现场管理,避免出现施工队伍各自为政、反复开

挖、多处开挖、回填不及时等施工现场混乱现象。强化施工工程质

量和安全责任,坚决杜绝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鼓励选用经济适

用、绿色环保的技术、工艺、材料和产品。抓好文明施工和扬尘治

理,严禁随处抛洒、乱堆乱放,减少噪声扰民。

(四)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做好便民服务。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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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专业化物业管理条件的,由街道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托管,

鼓励通过小区自管会等模式推进老旧小区长效管理。努力打造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社会治理格局,巩固老旧小区

改造后的成果。要加强城镇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

使用和续筹,促进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

四、改造资金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

居工程。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支持,并列入

年度预算。积极发行专项债券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市县

级财政要分别安排本级补助资金,确保改造顺利实施。市、县政府

的资金支持,可以纳入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存量资金使用范围。加

大对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的奖补。要统筹涉及住宅小区的各类

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各地要认真按

照中央投资支持条件要求,积极组织开展项目和资金申报。

(二)落实居民出资责任。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探

索建立居民出资机制。鼓励居民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参与改造。支持小

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鼓励居民通过捐资捐物、

投工投劳等支持改造。

(三)创新金融服务支持。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开发适合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大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信

贷支持力度。支持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在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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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运用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

等进行债券融资。

(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原产权单位对已移交地方的原

职工住宅小区改造给予资金等支持。公房产权单位应出资参与改

造。对专业经营单位实行公平进入,专业经营单位要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出资参与相关管线设施设备的提升改造,改造后专营设施

设备的产权可依照法定程序移交给专业经营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采取新增设施有偿使用的办法,吸引电梯、快递、商贸、停车设施、

物业服务等专业企业出资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鼓励引导社会

和民间资本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

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五、政策支持

(一)落实税费减免。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对其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

生的费用,可以作为该设施设备的计税基础,按规定计提折旧并在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所发生的维护管理费用,可按规定计入企业当

期费用税前扣除。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为社区提供养老、托

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并减按90%计入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用于提供社区养

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可按现行规定免征契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

(二)加强用地支持。加强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在不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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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且征得居民等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土地

建设各类环境及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其中,对利用小区内

空地、荒地、绿地及拆除违法建设腾空土地等加装电梯和建设各类

设施的,可不增收土地价款。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对各市工作的调度推进,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住建部门负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组织

协调和督促指导;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立项管

理和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会同住建部门对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

的项目进行督促指导;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用地、规划许可及违建

拆除工作;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制定完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

的审批政策,提高审批服务效率和水平;民政部门负责督促街办社

区做好宣传、居民协调沟通等工作。其他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

责做好相关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政策协调、工作衔接、调研督

导,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合力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

(二)建立推进机制。各市政府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责

任主体,县级政府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主体。要建立

市级政府统筹、部门协调指导、县区组织推进、街道社区实施落实、

居民监督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县级政府要明确项目的实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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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全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调度台账,推

进项目有序实施。充分发挥街道党组织和办事处的属地管理职

能,坚持党建引领,为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政治保障。要发

动居民积极参与改造方案制定、配合施工,建立监督和评价反馈机

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共同推进改造实

施。

(三)加大宣传引导。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全方位、多角

度宣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方法步骤和改造成效,

宣传“共同缔造”理念,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充分挖掘各市县的工

作典型,每年选树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为提升全省工

作水平积累经验、树立样板。对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集体和个人

予以表彰和奖励。

附件:“十四五”期间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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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四五”期间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序号 城市
小区总数
(个)

涉及户数
(户)

楼栋数
(栋)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 太原市 2983 551560 12799 4121.92

2 大同市 183 18051 462 195.83

3 朔州市 155 16774 220 220.00

4 忻州市 513 25774 946 230.91

5 吕梁市 562 36439 1419 369.50

6 晋中市 844 56013 2239 494.83

7 阳泉市 508 50510 1223 353.27

8 长治市 689 59763 1878 536.16

9 晋城市 434 38138 2481 372.33

10 临汾市 324 34032 1005 288.86

11 运城市 506 51803 1464 456.73

合计 7701 938857 26136 76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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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5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