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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电梯平均1天修好
去年，李芳莲所在楼栋购买了电

梯保险。“前几天电梯坏了，隔天就修

好了，住户们都很吃惊，这在原来无法

想象。”她说。

截至目前，株洲全市共 3067 台电

梯参保，覆盖 143 小区，惠及 12.81 万

户 、51.24 万 业 主 。 株 洲 市 各 试 点 小

区没有一起因电梯故障引发的市民

投诉。

而后台试点电梯反馈数据显示，

参 保 电 梯 维 保 时 长 提 升 至 40-70 分

钟，电梯故障全部在 30 分钟内响应。

60%的故障在半个工作日内修复，平均

维修时间仅 1.09 天，最长周期不超过 4

天。

电梯保险的引入使得电梯维修的

成本被大大降低，保险公司严格把关

电梯费用审核，通过专业团队对电梯

配件的价格和质量进行全方位把关，

挤干其中的“水分”。

“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引入保

险机制，既降低决策成本，又提高资金

利用率。”中国人保财险执行董事、执

行副总裁降彩石说。

株洲这项“微实事”也得到更多认

可与关注。先是获得湖南省委改革办

推介，随后又被中央政法委《长安评

论》称为房屋安全治理的“株洲模式”。

今年 4 月底，住湘全国政协委员、

中车株洲所总工程师冯江华深入调研

株洲电梯保险，拟以提案方式推介电

梯维修保险“株洲模式”。

今年 5 月 18 日，全国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引入保险机制研讨会在株洲举

行。这意味着，“株洲模式”正在走向

全国。

微实事有大改革

株洲电梯保险：小区电梯故障平均一天修好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

电梯易坏，电梯难修；流程复杂，维资难用。电梯故障处理，是当前小区生活主要矛盾之一。
如何创新形式，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感？株洲在全国率先改革，走出自己的路子。
三年前，株洲开展“房屋维修资金增值收益购买电梯保险”试点，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探寻答案。目前参保电梯超

过3千台，惠及近13万户居民。
实事虽“微”，却事关社会治理大局。株洲这项微实事，取得实在效果的同时，也为全国行业改革提供经验。

“双重困局”影响社会治理
商品房使用日久，公共设施日益

老化，电梯，是故障重灾区。

官方数据显示，株洲市住宅小区电

梯有 1 万余台，20%以上运营时间超过

15年。

电梯管理方涉及业主、物业公司、

电梯厂商、维保单位等，多重管理，问

题常常无疾而终。

而动用房屋维修资金，又不得不

面临冗长的规定，其中“业主表决”关

卡最为难过。

不少物业公司负责人、热心居民

面对电梯维修，都有过“跑断腿”“说破

嘴”的经历。

一方面，小区最基本的“出门回

家 ”问 题 长 期 难 以 解 决 ；另 一 方 面 ，

巨额维修资金在账户上“沉睡”。

2020年，株洲全市维修资金使用额

为2700万元，而全年全市维修资金缴存

额已达到40亿元，使用额仅为0.6%。

小区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小单元，

“ 电 梯 难 修 、维 资 难 用 ”这 一 双 重 困

局，不仅关乎居民幸福感，更深刻影

响着社会治理大局。

五大改革破解行业顽疾
2020 年 12 月 ，株 洲 市 住 建 局 牵

头，和市场监管局、金融办联合印发文

件，开始探索在电梯管理中引入保险

机制。

2021 年 1 月 1 日，《湖南省物业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第五十五条提

出“维修资金应急使用”。

株洲抓住政策窗口期，全面梳理、

完善改革举措。电梯保险“株洲方案”就

此出炉。其中五大改革，剑指行业痛点。

确定“增值收益”概念。将业主所

缴维修资金基准利率之上的上浮部分

产生的利息差，确定为维修资金增值

收益。

确保业主利益最大化。引入市场

竞争，使专户银行竞优。经过比选，专

户利率达到人民银行规定的上限，年

收益在 3%以上。

建立账户。《民法典》提出，维修资

金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于是，株洲以

幢为单位建立统筹账户，将增值收益

存入业主统筹账户。

降低使用门槛。根据《湖南省物

业管理条例》提出的应急维修机制，株

洲对电梯进行划分，运行时长在五年

以上的电梯，由 3 名业主、业主委员

会，或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通过社区

报备同意可直接进入公示程序，公示

期间无异议即可购买。

引入市场化竞争，通过招投标择

优选择保险机构组建共保体，确定首

席承保人，统一服务标准，确保改革在

高起点起步。

如此一来，“业主的钱真正用于业

主”，“事后应急维修”变成“事前应急

防范”。

张建兴今年 64 岁，是天元区雷打

石镇神龙村村民，一直倾情帮扶、照

顾同村 84 岁的五保户苏志罗，在日常

生活中，大到修整房屋、看病就医，小

到柴米油盐、洗衣做饭。张建兴都会

为苏志罗考虑周全。张建兴对苏志

罗无微不至的照顾，在神龙村早已成

为佳话。

“你有什么困难
记得告诉我”

苏志罗无儿无女，一人独居，随着

年 纪 越 来 越 大 ，打 理 家 务 事 有 心 无

力。张建兴仍然记得第一次走进苏志

罗家里的情景：房间很脏乱，衣服到处

堆，屋顶漏雨，门前杂草丛生，家禽没

圈养，在屋内行走，严重影响生活。

张建兴从捂鼻入户到出来呕吐，

他心生了一个念头：“不能让老人生活

在这么脏的环境里，我要好好照顾他，

让他安享晚年。”

张建兴立刻买来瓦片整修屋顶，还

买来铁丝网将家禽围挡住，不让它们肆

意排粪；打扫房间，整理衣服，把杂物分

类整理摆放好；清除前厅后院的杂草，

更换灯泡，修理家电和家具……满头大

汗的苏志罗，看着焕然一新的生活环

境，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你有什么困难或需要我做的，记

得及时告诉我。”每次来探望，张建兴

临走前都不忘叮嘱老人家。

苏志罗年老体衰，出行不便，加之

驼背厉害，只能慢步移走，食物和生活

物品不能及时外出购买。张建兴不时

送去肉、鱼和青菜等。生活用品没有

了，张建兴也会自己出钱为他购买。

天气好的时候，苏志罗会慢慢行

走，来到张建兴家里坐坐，闲话家常。

苏志罗都会留他吃饭，并让家里人做

他最喜欢吃的饭菜。

“你并不孤单，有一群人
一直在关心你”

去年 9 月份，苏志罗腰疼得厉害，

步履蹒跚地来到张建兴家中，张建兴

立马送他去医院治疗，陪他做各项检

查，办理住院手续。住院期间，他还经

常和村干部前来探望。

出院后，张建兴每天到苏志罗家

中，督促他及时吃药，按时吃饭。当村

上有体检活动时，张建兴会第一时间

通知他去检查。逢年过节，张建兴为

他家里搞大扫除，并送上节日祝福和

小礼品，让老人倍感温暖。

“我为苏志罗做的这些，不值得

一提，这位孤寡老人，并不是少衣缺

食，他更需要的是一份温暖和关怀。”

张建兴说，我只想让他知道，他并不

孤单，他的身后有一群人，无时不刻

在关心他。

神龙村有位64岁的村民一直在照顾84岁的五保户
10多年前，他就开始做这件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文钦

美达影城（8月16日）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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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八月，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还是一派忙碌的施工景象。

今年秋季，该校即将正式起航，迎来她的第一批学子。

这所学校从建校开始就背负了多方期望：长沙天心教育局表示该校

作为一家优质初中，肩负着改变长沙南部融城片区教育生态，促进长株潭

教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责任；长株潭三地家长希望这所三湘名校能实现

家门口上名校的愿景，托起他们的成才梦；长沙市第一中学为其注入优质

的名师资源和精干的管理团队，着力画好“长沙品质教育的延长线”。

这所承载长沙一中荣光而来的教育界新面孔引发了极大关注，好奇、

质疑、点赞，社会各界传出了不同的声音。带着探究教育话题的责任和义

务，株洲日报社记者走进了这所低调办学，却又备受瞩目的学校，专访了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校长焦光国。

“我们的办学规模为 42 个初中

教学班，定于 2023 年秋季正式开

学。”焦光国介绍，长沙市一中城南

初级中学由天心区和长沙市一中

联合创办, 是一所直属天心区教育

局的高起点、高规格公办初级中

学。目前已招收新初一年级 18 个

班，近 900学生，70余位教职工。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坐

落在长株潭融城核心腹地暮云片

区，是该片区唯一一个千亩教育大

盘——幸福庄园的配套学校，区位

优，环境好，由湖南旺福投资有限

公司全额投资 2.47 亿元建设。总

用地面积约 77.52 亩，总建筑面积 4

万余平方米。

“除了来自长沙天心区暮云南

托融城片区的学生外，也有部分向

往长沙优质教育资源，在长沙就

业、购房回长沙的家长选择让孩子

在本校就读。”焦光国介绍，长沙市

一中城南初级中学的进驻，为南部

融城片区的全学段、全覆盖的优质

资源布局增添了新动力，也让长株

潭三地老百姓对教育有了更多的

选择。

1 融城助力 让长株潭学子有了更多选择

“让师生享受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探秘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

“在一中城南，让师生享受完整幸

福的教育生活。”谈及教学理念，焦光

国心怀理想，如数家珍。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合一。”焦光国介绍，在长沙市一中城

南初级中学，会创设一个泛在教育情

境。他表示，学校、家庭、社会环境相

融合，师生共同成长。教育要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学

生未来发展相结合。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斯基说过：“只

有学校教育而无家庭教育，或者只有

家庭教育而无学校教育，都不能完成

培养人这一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焦光国说，学校将充分认识到家校共

建共育的重要性，聚焦新形势下家庭

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与解决对策开展

一系列工作。

“搭建一个自主发展平台！”焦光

国说，学校将关注每一个孩子，为学生

终身成长奠基，要让孩子成为生活小

帮手、学习小能手、社会小公民。

对教师而言，学校将为教师教育

生涯铺设康庄大道，设计职业规划，开

展分类培训，让新青教师、骨干教师、

中年教师教有所长，同时构建单纯的

人际关系，温馨的工作环境，让教师幸

福教学。

“为师生共同成长赋能，为家校社

共育搭桥，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奠基。”

焦光国介绍，在教师培养上，学校将针

对不同阶段的教师，给予不同的支持，

用文化引领每一位教师走向卓越；在

学生教育上，学校将推行“全员育人制

度”，即“首见责任制”“育人导师制”和

“副班主任制”，让每一位学生度过人

生的过渡阶段，顺利走向成熟。

“他希望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

学的校园，有一群健康快乐、热爱生

活、积极好学的学生；有一群积极进

取、敬业乐群、幸福快乐的老师；是一

个平安有序、活泼向上、生机勃发的校

园。”万事齐备，焦光国满怀期待和信

心，为这所即将乘风发展的学校鞠躬

尽瘁。

（图/文 白夭夭）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校

长焦光国，素来以“实干派”闻名，

这位教育生涯从未脱离过课堂的

校长，有着一份令家长倍感信任的

履历：1999 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在

浏阳一中新民学校、雅礼书院中

学、明德天心中学、长郡外国语实

验中学担任领导管理工作。曾主

持过国家级课题、市级规划课题，

在重要教育刊物上发布过多篇教

育论文，课堂教学获省级优课，连

续四年年度考核优秀，多次荣获市

区级个人奖励，同时他是湖南省信

息技术提升工程专家库专家、长沙

市教师资格证面试考官以及天心

区体育骨干教师。完成了这样的

好成绩后，他又被任命为长沙市一

中城南初级中学校长，着手学校的

前期筹备工作。

24 年丰富的教育生涯，经历过

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全学段教育，

从农村学校到省城“四大名校”的

从教岗位，让焦光国校长对如何办

好一所高规格的新学校有了更多

成熟的思考。

“长沙市一中城南中学初中部

依托一中母体，汇聚全国、全省名

校名师，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的教师队伍，形成了最具实

力与竞争力的师资力量。”说起外

界最为关注的“长沙一中”血统，焦

光国表示，长沙市第一中学是湖南

省最早的省立公办中学，创办于

1912 年，是百年名校。而长沙市第

一中学兴办的长沙市一中城南中

学初中部，不是简单的品牌输出，

其优秀的管理团队骨干和部分把

关教师由长沙市第一中学派出，

“长沙市第一中学优良的办学传

统、成功的办学经验、先进的管理

模式以及特色项目都将在长沙市

一中城南初级中学一以贯之、生根

发芽。”

2 品牌传承 长沙一中教育共同体

3 培养计划 让师生享受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经过这次探访，记者终于掀开了这所学校的神秘面纱。她年轻，拥有现

代化的校园和一流的设施，她也成熟，继承着长沙第一中学的精英教育模式。

送走我们时，焦光国形容长沙市一中城南中学是一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学校，他欢迎社会各界有识人士走进学校，了解它。他也深信，莫疑耕耘无功

显，静待花开会有时。

结 语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大门实景图。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校长焦光国。

▲长沙市一中城南初级中学配套楼盘幸福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