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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赖彤瑶）“只要拿
出手机扫描电梯上的二维码，即可查询到
电梯的基础信息、检验日期等，及时了解
电梯的运行状况。”11月 14日上午，记者
来到火炬开发区德宝怡高商务区，市市场
监管局检测人员正在对区域内的电梯进
行追溯二维码的标签安装和信息绑定工
作，并为每台电梯贴上了一张专属的“身
份证”，同时，向经过的市民介绍“一梯一
码”的使用方法。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监
管，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以大数据驱动电梯智慧监
管创新模式，推出电梯质量追溯信息采
集项目，全面推广建设中山市电梯质量
追溯信息数据库，实现电梯生产、安装、使
用、检验、维保等各环节全生命周期信息
化管理。

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
察科科长张剑斌介绍，在建设中山市电梯
质量追溯信息数据库方面，市市场监管局
委托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
测院对全市在用电梯的技术参数、部件信
息、位置信息、检验信息等不少于 50项数
据进行精确采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
电梯的安全管理、检验检测等多环节的数
据进行共享，实现“一梯一码”监管，同时

持续更新维护在用电梯数据，保证数据库
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无论是监管
人员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
电梯的相关信息数据，及时发现处理超期
未检验等问题。”张剑斌说。

“通过这张‘身份证’，我们能够提前
扫码了解电梯相关信息，从事后报警转变
为前提预警，会让人更加安心。”市民陈先
生在体验了“一梯一码”后，对该做法连连
点赞。张剑斌表示，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
并用好“一梯一户，市市场监管局将通过
微信公众号推文、短视频宣传、在公交站
电梯内张贴海报等方式，让大家关注到这
一创新举措。另外，实行“一梯一码”只是
推动电梯安全智慧化管理的第一步，未来
还将设立电梯应急处置综合智慧平台，通
过平台加大对电梯使用单位特别是物业
的主体责任的监督，进一步提升电梯维保
质量以及应急救援服务水平。

据悉，目前中山在用电梯共 69845
台，其中载货电梯为 25293台，乘客电梯
为 41720台。中山市电梯质量追溯信息采
集项目上第一年投入 260万余元，计划将
于 2023年 12月完成 61800多台在用电梯
的追溯二维码标签安装和信息绑定工作，
未来市政府将持续投入资金，实现全市在
用电梯的“一梯一码”全覆盖工作。

中山电梯有了专属“身份证”
将实现“一梯一码”全覆盖，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监管

工作人员正在电梯里安装追溯二维码标签。 见习记者 赖彤瑶 摄

■拟2025年底完成大部分老旧小
区改造任务

2023年，我市按照“成熟一批、实施
一批、储备一批”原则，通过广泛调研和
实地摸排，创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
库，目前储备库项目达到 190个小区，已
开始动工的小区79个。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以“基础类”改造
为主，聚焦群众最关心、最急迫的环境卫
生、消防安全、雨污分流、三线整治、停车
难、公共设施、公共休闲空间等问题，做到
应改尽改。改造后使整个小区更加干净、
整洁，使用功能齐全，汽车停放有序、“三
线”简洁，文体娱乐和便民设施增多，小区

环境更美，群众的居住条件更加干净整
洁、舒适宜居。在“基础类”改造之上，按照

“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通过居民及社
会力量出资共建共担实施“完善提升类”
改造，做到能改则改，主要满足群众改善
型生活需求，包括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
梯、燃气管道建设、智慧停车、智慧安防
等，进一步提高居住品质与生活质量。

我市计划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开工
数不少于100个。2024年全市老旧小区改
造将争取谋划不少于100个，优先改造基
础条件较差、年代比较久远、居民意愿强
烈的小区，到 2025年底完成大部分需改
造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此外，为做好老旧小区改造的“建管
并重、长效管理”，进一步健全老旧小区
改造的长效管理机制，我市谋划对 2023
年参与改造的老旧小区项目建立长效管
理模式。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统计，全
市预计施行EPC+O模式（设计、采购、施
工及运营一体化的总承包模式）的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有 57个，引入或优化物业
管理的项目 54个，街道国企承接及社区
兜底业主自治的项目79个。

■加速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审批时
间压缩一半以上

老旧小区改造是2023年中山十大民
生实事之一。今年，市政府成立以市领导任
组长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工

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迅速建立老旧小区
政策体系，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全流程。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优化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服务的通
知》，该政策的亮点和创新举措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简化审批流程。对于可研批复、
规划报建、规划验收、施工图审图等程
序，文件规定予以减免或实施承诺制，行
政审批时间从原来的39个工作日压缩至
18个工作日以内，审批环节减少、审批时
间压缩一半以上，有效提高审批效率。

二是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监管
措施。例如，提出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
表）、各管线专业经营单位共同参与验
收，这种新的监管方式强调了各方的参
与和协作，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因地制宜“唤醒”老旧小区
中山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我

市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坚持“统筹谋
划、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多方参与”的原
则，并因地制宜制定各镇街的改造策略。

一方面，深挖地区底蕴文化，将本土
文化与现代理念有机融合。充分保护中山
历史文化，保留历史街区街巷肌理，贯彻

“一区一策”思路，打造各具特色的老旧小
区。例如石岐街道结合历史街区、香山古

城、华侨文化，挖掘街区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故事，以“保民生、重保护、促活化”作为
工作原则，展示石岐街道历史文化底蕴。

另一方面，以适老化设施建设、改造
为重点，积极推进全龄宜居环境建设。例
如东区街道在改造中充分考虑养老需
求，将“老人宜居”理念贯穿于项目设计、
施工、维护全过程，让“养老”变“享老”。

此外，还将老旧小区改造和文明城
市工作相融合，解决老旧小区“脏乱差”
问题。例如在东区街道夏洋小区、石岐街
道延龄市场小区开展“多网合一”整治三
线试点，彻底解决了老旧小区“空中蜘蛛
网”，进一步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破解电梯加装“一票否决”痛点
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同时，

我市全力破解电梯加装“堵点、难点”，提
升居民幸福指数。除进一步简化审批流
程，制定加装电梯通用图集、为市民群众
提供不同加装类型、模式典型案例外，还
依法破解电梯加装“一票否决”的痛点。
原加装电梯需全体业主同意方可申请，
现按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同意表决达
一定比例后，可进行申请加装电梯流程。

此外，我市鼓励本地国企参与电梯加
装服务，目前已在东区街道、西区街道、三
乡镇和坦洲镇建立加梯服务试点，成立工
作小组，将“一梯一审”升级为“集中申报、
统一规划、集中联审、批量施工”。

11月 15日，中山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

布会上了解到，我市2023年老旧小

区改造储备库入库190个小区，涉

及居民户 48298户、楼栋数 2712
栋、住宅建筑面积413.4万平方米。

目前，完成立项的小区182个，完成

方案评审的小区173个，已开工小

区79个。预计年底能有不少于100
个小区开工、30个小区完工。

本报记者 李红

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及后续计划

因地制宜“唤醒”老旧小区
电梯加装告别“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