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责任编辑：黄亚陵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张 武

2022年 9月 8日 星期四 城市·观察▶28822597

电梯保险破解了“双重困局”，“红色物业”让社区和谐又有活力

全国交流会上，株洲社区治理经验引关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楚

8 月 25 日至 26 日，以“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

险”为主题的第四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创新研讨班在江苏南通举办。

研讨班上，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胡长

春以“创新‘红色+网格+智慧’管家新模式 织密物

业矛盾风险防控网”为题作经验交流。

他举了两个住建领域的案例：电梯保险与红

色物业。

这两项案例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转，让基

层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中，两项来自株洲的创

新举措又是如何将风险隐患解决在基层？

■故事：山水文园约九成电梯买了保险

今年 7月，天元区山水文园小区吃了“螃蟹”：

给小区内 104台电梯买了保险。

当时，市住建局、财政局联合印发《株洲市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其中明确

维修资金增值收益可购买各类设施保险。

小区居民龙均云家住山水文园 19栋中高层某

户。他既是湖南工业大学教师，也是小区业委会成

员，对电梯故障可谓感触颇深。

他说，小区共 31栋，合计 116台电梯，平均运营

年限 7年。虽然没有发生大事故，但各类电梯故障

依旧难免。他调取物业公司资料一查，发现所有电

梯每年维护总费用居然逼近 10万元。无论是对物

业公司还是对业主来说，电梯故障都是个烦心事。

在获悉政策之后，他们仔细翻阅，发现其中有

一条是：对于运行时长 5年以上的电梯，由申请人

向市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即可购买。

事关公共利益，必须公开透明。随后，为了把

好事办好，他们自发搜集各类政策文件、编写材

料。

流程走完后，业主反馈意见表、各类政策文件

依据摘要、试点申请表、工作联系函、勘察意见书

等一系列文件完成公示。

到了 7 月，小区内 27 栋共 104 台电梯已经完

成投保，这些电梯从投保之日起，每年每台将获得

8万元的维修费保障。

这是“株洲方案”改革实施以来，至今申请台

数最多、速度最快的小区。

2021年以来，株洲市积极探索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增值收益用途试点改革，以电梯维

修保险作为突破口，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首

次实现使用维修资金增值收益购买电梯保

险，初步形成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

“株洲模式”，湖南省委改革办把株洲经验在

全省进行推广。

“株洲模式”是什么？简单讲即：利用房

屋维修资金增值收益购买电梯保险。

增值收益是啥？全市房屋维修资金规模

储存，赢得最高利息。基准利率以内的利息，

派入业主个人账户，滚存使用；高于基准利

率的利息确定为增值收益，计入了以栋为单

位的统筹账户。

它试图破解一个“双重困局”：一边是维

资难用，一边是电梯故障频发。

2021年，株洲市维修资金缴存总额为 45

亿余元，当年资金使用量共计 2700万元，使

用率仅为 0.6%左右。

维保困难、故障频出成为业主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2021年市长热线涉及小区电梯

的投诉就达 3033起。

株洲市按照“统筹所得统筹使用，业主

的钱用于业主”的原则，边探索边试点边完

善，实现了四大转变：

维修资金收益变多了。通过专户银行的

竞优机制，提高了利率水平，其中 80%采用

三年期存款，利率一律由基准利 2.75%顶格

上浮到顶，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电梯故障处置变快了。以往小区电梯故

障维修周期最短 7天，引入保险机制后，试点

小区的所有电梯故障全部在 30分钟以内响

应，重大故障维修答复不超过 24小时。

电梯保养质量变高了。引入电梯维修保险

机制后，试点小区的维保时长保证在40~70分

钟，电梯井道等以往无人注意的“死角”也不再

遗漏。

电梯相关投诉变少了。试点小区迄今为

止，市长信箱、12345 市长热线、纪委微信群

中没有一起因为电梯故障引发的市民投诉。

今年初，湖南省住建厅向全省各市州住

建局下发《关于株洲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增

值收益用途试点改革情况的通报》，要求各

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学习、借鉴

“株洲模式”。

上述通报指出，株洲市在缺乏上位法支

撑的情况下，围绕“死钱变活、活钱用好”的

思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

结合，通过建立统筹账户、优化操作流程、提

高增值收益、引入保险机制等手段，破解了

“钱不能用、钱不好用、钱从哪来、把钱用好”

这四大难题。

环境整洁，楼宇明净，绿树掩映的小广场

上孩子们嬉戏欢笑，长椅上休憩的居民自在悠

闲……

在荷塘区新桂都小区，小区有了党支部以

后，生活越来越“顺畅”了。

新桂都小区共有住户 1572 户 ，常住人口

5216人。长期以来，业主反映的地库停车收费纠

纷、相邻业主之间渗水、电梯故障维修困难等矛

盾问题一度比较突出。

2021年 6 月，在瑞丰物业党支部指导下，新

桂都小区也成立党支部。通过小区党组织、物业

服务企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参加“四方议事会”，

本着小区事大家议、大家商，着力解决业主“急难

愁盼”问题。

在地库停收费纠纷协调中，该小区地库停车

收费问题，曾多次引发群体事件，今年 1月起组

织召开了 5场协调会，达成一致意见，6月 1日起

小区地库停车收费正式启动至今未发生冲突。

在相邻矛盾调解中，早在 2018 年 1月，小区

11栋 15楼业主家漏水至 14、13楼，产生了较深的

矛盾。小区党支部成立后，通过耐心劝说和调解，

三家住户最终就维修与赔偿事宜达成共识、握手

言和。

在长颈鹿广场等设施改造中，物业发现 9栋

水池边的木板休闲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通

过开展“四方议事”，大家广益集思，本着既美观

又节约成本的原则进行改造，原本无人问津的小

角落摇身一变，成了美观又实用的“长颈鹿”休闲

广场，受到广大居民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

瑞丰物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居

民满意度达到了 95 分以上，物业服务费平均

收费率达到 96%，小区物业管理实现全年零

投诉。

物业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基层

治理的重要力量。党建，则更是基层治理“推进

器”。

今年 4月，株洲市委组织部与市住建局联合

下发通知，在全市开展“红色物业”示范项目创建

活动，以期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在中泰财富湘江小区，“一个党员温暖一个

楼栋、一个支部幸福一个小区”的理念，让小区所

有业主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在湘水湾小区的党建活动中心，不少居民聚

集在此，有的载歌载舞，有的练书法、画画，自得

其乐。

……

目前，已有 10个小区通过验收。这些项目按

照“组织红、队伍红、阵地红、机制红、服务红”的

要求，打造成“红色物业”模板。

行业党组织强化物业服务属性。今年，株

洲还出台《关于加强红色物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市县两级成立 16 个物业行业党委，推动

425 家已备案物管公司建立党组织，通过基层

党组织引领示范作用，坚持政治属性、公益属

性、服务属性、经济属性相结合，推动小区公共

事务管理规范发展，更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物业服务。

党群服务站突出群众主体性。以“动力党建、

活力家园”为牵引，在全市 1163个小区建设党建

睦邻吧、“雷锋号”志愿者之家、“和事佬”红色工

作室等主题党群服务站，推动基层治理力量落到

社区、网格、楼栋，组织 5万余名在职党员认领物

业纠纷在内的服务项目 12 万余个，以人民为中

心，旗帜鲜明为群众撑腰、为百姓解忧。

红色议事厅平衡各方话语权。在全市居民小

区普遍设立“红色议事厅”，由社区党委、小区党

组织牵头，定期举办物业企业、业委会、居民代表

参加的“四方议事会”，提升业主投票权、表决权，

协调解决加装电梯、车位改造等重大听证事项

1700余件，推动“业主的事情业主定”，全力维护

业主权益。

“过去物业企业因无执法权，很多问题难以

解决。如今党建引领创建红色物业，‘小区吹哨，

党员报到’。通过街道社区协调，各级职能部门与

物业联系更紧密，配合更默契，许多小区治理难

题得到解决，居民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获

得感。”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A 电梯保险：破解“双重
困局”的“株洲模式”

■解码：“死钱变活、活钱用好”

中泰财富湘江小区的四方议事会。吴楚/摄

B 红色物业：小区治理迎来新格局

■故事：有了党支部 小区更顺畅

■解码：聚焦“权利失衡”问题，打造“红色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