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葛亮 美编：宫照阳 组版：五军

A11重点

公租房管理

“摸着石头过河”
本报记者 宋珊珊

河马石公租房从2010年
8月迎来首批住户后，又进行
了两次配租，2285套房子都
有了住户。从首批的申请人
数低于房源数，到第三批的
918户争 608套房，公租房带
来的实惠越来越被青岛市民
认可。

怎样及时掌握承租家庭
财产收入的变动情况？怎样兼
顾公平，又能让收入临界点的
家庭能平稳过渡？住户来自市
内四区，如何让这样一个大社
区和谐有序？

借着送“福”上门

摸底住户信息

河马石公租房每月11元
/平方米的租金，比市场租金
便宜一半左右，大大缓解了
居住家庭的生活压力。从购
房租房压力中解放出来的家
庭开始考虑买车或做些投
资。“有一户家庭，就把以前
打算买房攒的钱买了车，来
做点小生意。”河马石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
冬告诉记者。

“河马石公租房的租赁合
同是三年一签，就是希望能给
住户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
青岛市市北区房产管理处副
处长梁树培说，为了保证保障
房的公平性，青岛实行年审
制，收入超标需要退出，但是
要考虑到住户生活改善需要
时间，需要过渡期，也在探索
更科学的管理办法，兼顾公平
又能给居民发展的时间。

梁树培告诉记者，从5日
开始到19日，他们将组织送

“福”上门，结合临近春节这一
时间点，将特意印制好的福字
送到每户居民家中，同时对每
户家庭的居住情况进行巡查

摸底，及时掌握住户信息，便
于管理。

硬件具备了

引导居民融入社区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基
本上一户就有一个失业成
员。”河马石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冬告诉记
者，因为居民生活背景多样，
给小区的管理带来不少难题。

“小区失业人员多，离异
家庭多，有的人发泄情绪会损
坏小区设施，还有人经常半夜
出来喝酒。”李冬介绍，还有一
个特点是养狗的人多，“我们
粗略统计一下，小区里得有二
三百条狗。”

河马石公租房小区有
2285户居民，来自青岛市内四
区，聚到一起前，他们各有自
己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习惯。共
同的特点是，他们中的很多人
曾经经常搬家，很少参加甚至
不了解社区活动。

怎样增进邻里关系，让社
区居民适应新环境，融合到一
块是一个挑战。

2011年5月，劲松一路社
区居委会通过选举正式成立，
居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这
2285户公租房居民提供服务。

社区里设有图书室、电子
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老年人棋牌室等，向社区居民
免费开放。还在4号楼设有日
间照料室，对小区内的独居老
人提供免费的送餐和照料服
务。

梁树培告诉记者，硬件
具备了，接下来就是慢慢引
导居民改变生活习惯，在有
了宽敞明亮的住房之后，文
化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了，
素质也跟着提升。

住吊铺十多年，女儿有自己的空间了

程运江住在河马石公共租赁房
小区9号楼。说起过去的居住环境，程
运江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

程运江今年50岁，2010年查出胃
癌，办了病退，一个月只有1200元的
退休金。他对象一个月有1500元的收
入，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这样的收
入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买房对他
来说连想也不敢想。

在搬进河马石公租房之前，一家

三口住在以前单位分的12 . 4平方米
的公房里，“就是那种团结户，厨房卫
生间都是公用的，我们三口人住一个
屋，在我们的床上给孩子做了个吊
铺，那么一住就是十几年。”

程运江说，单位效益不好，经常
发不下工资。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
那种凑合着住的日子真是难熬。“在
四方，2004年、2005年的时候买套小
房子也得三四十万元，哪有那么多

钱。我身体又不好，也不敢贷款，负担
太重。”

在一天天的等待中，2010年初，
程运江看到新闻中报道青岛将向城
市夹心层配租公租房的消息。“我当
时也不知道公租房是什么东西，不过
觉得肯定是好事就去申请了。”

2010年青岛首次推出河马石公
租房。2285套房源，首批只有1000多
户居民申请，程运江就是其中之一。

“看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两室一
厅有69.98平方米，是这里最好的户型
了。”首批申请人数少，房源多，程运江
摇号比较靠前，选上了这套让后来的
申请户羡慕的套二居。

程运江说，现在住得好，心情也
好，身体也恢复得快。“以前赚点钱就
得攒着，不敢花，现在房子不用愁了，
在生活上也就舍得花了。闺女马上大
学毕业，也能工作赚钱了，日子真是
越来越好了。”

程运江说，住到这里来最高兴的
还是她女儿，十几年了终于有了自己
的天地。“我们是2010年8月搬进来
的，当时闺女刚放暑假，直接就带着
行李过来了，看墙上的画都是她画
的。”学设计的女儿自从住到这里来
后，也愿意把自己画的作品带回来装
裱一下挂到墙上，装饰新家。

记者

观察

新婚嫁妆终于有存放的地方了
6日，记者来到青岛河马石公共

租赁住房小区。王磊住在4号楼，她和
丈夫申请到的是一套47 .36平方米的
一室一厅的房子，月租仅需要505元。

王磊告诉记者，她2008年结婚
后，因为收入不高，又不想拖累老
人，就没买房子。刚开始是住在婆
家，四口人挤住在只有36平方米的
小房子里。婆媳之间磨磨擦擦的事
也不少，她和对象就搬了出来租房
住。“从2009年初到2010年住进河
马石，我就搬了三次家，真是一想到
搬家就会头痛。”

起初，他们在四方区人民路附
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没
有双气，月租800元。那时正是青岛
房地产突飞猛进的时候，房价涨得
快房租也跟着涨，住了几个月房东

就要涨钱。为了尽量降低生活成本，
他们只好又找便宜房子，“现在终于
不用到处搬家了。”

“拿到钥匙后，过来打扫了一下
卫生，我就迫不及待地搬着嫁妆和
被褥住进来了。”王磊指着电视、家
具等告诉记者，这都是她的嫁妆，以
前都没地方放，现在终于给它们找
到“家”了。

除有了踏实的住处让王磊开心
外，更高兴的是她还在这里找到了
工作。“我以前是做出纳的，2008年
赶上金融危机，公司倒闭我也失业
了。”王磊说，她后来试过开网店、打
零工，但1980年出生的她面临着生
孩子的问题，用人单位都不想要，一
直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固定工作。

搬到河马石后，2010年10月份

看到小区所在的劲松一路社区筹划
成立居委会，开始公开招聘社区工
作者，她就去应聘了。“2011年5月
社区又聘任我做了计生主任，一个
月能有1400元的收入吧，就在家楼
下上班，将来有孩子了也能方便照
顾，真挺好的。”

王磊说，青岛公租房标准2011
年4月进行了调整，从过去的人均
月收入不超过 1 2 7 7 元调整到了
1864元，她现在有了收入也能放心
继续住在这里，“手头宽裕点了，也
准备要孩子了。”

王磊告诉记者，青岛人过年必备
的食物有麻花、灌肠等，她这几天就
开始忙活，准备过年的食品了，“有了
自己住的地方，就让朋友们都来聚
聚，灌肠我都灌了快一冰箱了。”

公租房住户王磊在家里贴“福”。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本报记者宋珊珊（左）采访公租房住户程运江。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住上公租房敢要娃了
公租房让不少岛城“夹心层”有了新盼头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发自青岛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夹心层”：他们月收入在千元左右，面对动辄每平方米万

元的房价只能望房兴叹，但是也没有资格申请廉租房。有的只能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屋子

里，有的只能租住没有暖气天然气的房子。不过，随着公租房建设的推进，他们也住上了新房，对

生活也有了更多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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