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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明筑城 向幸福出发
——山东临沂市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 临文

城市千般景，最美是文明。优美洁净的环
境、井然有序的交通、文明和谐的风尚……漫步
在临沂街头，每个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文明创
建带来的喜人变化。

2023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市
民文明素养，山东省临沂市精心组织开展“共建
文明市场 擦亮商城名片”“完善设施 提升颜值”

“文明交通 平安出行”等主题活动，以看得见、
摸得着、感觉得到的创建成果，做强城市功能、
做靓城市形象、做优城市环境，全面提升市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活更称心
足不出“圈”享受便捷服务

“锻炼、散步、遛弯……离家门口不远处就
有体育场、小公园，感觉生活质量一下子就上
去了。”“这两年体育设施确实建得多，出门就
能强身健体，生活越来越舒适了！”为丰富社区
居民的体育文化生活，增强居民的身体素质，
兰山区金雀山街道依托周边两处市级全民健
身中心，多处灯光篮球场和室外多功能运动场
地，实现“15分钟健身圈”，为辖区内居民提供
健身便利。

金雀山街道是临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的一
个缩影。为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临沂聚焦民
生实事，持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投入
省市资金 800余万元，完成了滨河沿岸 29处
560余件到期健身器材更新，新建了12处智能
健身驿站（器材），支持县区完成了1068处农村
健身工程新建、更新。完成沂河新区健康城主题
公园、罗庄区百花湖体育公园一期、沂南县体育
公园等6处体育公园项目建设，举步可就的运
动空间加速形成。

近年来，围绕“文教体卫福”五大类公共服

务设施，临沂市着力构建“市级中心-片区中
心-社区中心”三级综合性中心体系，提升服务
能级，均衡空间布局。按照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
原则，提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文
有悦享、体有康健、老有颐养、弱有众扶”的公共
服务发展目标，统筹配置教育、医疗、养老、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以社区生活圈为单元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全覆盖，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住得更舒心
老旧小区改出居民幸福感

“住了几十年的小区大变样，路面有人扫，
垃圾有人清，从没这么干净过。”家住兰山区黄
金建材小区的刘阿姨对小区环境变化深有感
触。她说，“有了物业以后，觉得整个小区的环境
卫生更干净了。保洁人员清理垃圾、小广告很及
时。小区干净了，住着心情也好。”

一座城市的颜值和气质，不仅体现在林立的
高楼、宽阔的街道，也体现在整洁的老旧小区、干
净的街头巷尾。如何真正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难题，有效打通城市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兰山区探
索出“国企兜底、先尝后买”无人管理老旧小区新
模式：由政府牵头成立国有物业服务机构，承担无
人管理老旧小区物业“兜底”服务，以党建引领物
业，采用“先尝后买”模式，逐渐实现无人管理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转型。目前，已实现第一批133
个老旧小区的物业兜底服务。

“以前‘飞线充电’现象普遍，现在安装了充
电桩，规整了乱搭的电线，我们充电方便了、安全
了，小区环境也好了。”家住河东区和美苑社区的
居民对小区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和美苑社区的举措，是河东区“红色物业”
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提高物业服务水平，河东区

将全区54家物业企业和161个居住小区纳入工
作台账，依托社区治理，探索成立物业联合党支
部，物业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到100%。

行得更顺心
文明交通畅通城市“动脉”

早上七点半，沂龙湾小学三年级的张浩轩
背着书包走出小区大门，“助学公交”已在专设
的停靠区域早早等待。随着助学巴士缓缓启动，
交警三大队三中队协调警力加强沿线交通疏
导，不到十分钟，孩子们就到达了学校。

为有效缓解校园周边临时性交通拥堵，临
沂以安全为底线、智慧为抓手，积极推动交警、
学校、家长、公交集团四方加强协作配合，先后
开通25所中小学52条助学公交线路，日均运送
学生1万余人次。同时，通过“临沂公交”APP实
时推送乘车信息，实现了由家门到校门的“一站
式、点对点”零距离接驳，有效解决了家长“接送
难”问题，缓解了学校周边道路拥堵。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车辆乱停乱放问题，临
沂建立“交警路长+城管街长”联勤联控机制。平峰
期，交警铁骑队员和街道城管队员联合编组，动态
巡逻严查严管车辆违停和占道经营行为；夜间时
段，充分发挥物业和保安的作用，对路边违停车辆
进行劝离，实现了对重点线路的“全时空”管控。同
时，定期开展“零酒驾”“一盔一带”等文明交通宣
传，打通文明出行“最后一公里”。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果熟而知万物硕。
“衣食住行”中点点滴滴的变化，折射出临沂文
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下一步，临沂市将持续开展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活动，让文明的种子
播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不
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将临沂真正打造成为“近
者悦 远者来”的魅力之城。

受近期持续寒潮天气影响，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部分电力设施损坏，当地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展开抢修工作，全力保障
企业及居民用电安全。图为1月25日，工作人员对损坏的电力设施进行抢修。 胡攀学摄

战寒潮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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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红”描绘最美风景
——北京市石景山区把志愿服务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 王兴超

“退休后，我可以发挥余热，带着老伴儿一
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积极投身社区组织
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在“汇志愿微光 暖文明
城区”——2023年石景山区“12·5”国际志愿
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市民张大妈在观看完节
目，了解了全区近年来志愿服务情况和工作成
果后，激动地说。

近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在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中，持续强化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志
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志愿者队伍持续壮大，
志愿服务品牌效应日益彰显。

如今，伴随着一次次体贴入微的志愿服
务，一次次温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
服务的“种子”正随着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
描绘出石景山区最美丽的风景。

“小小图书管理员”
传递正能量

将散乱的书籍进行分类、归位，擦桌扫地，
给绿植浇水……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丰富辖区青少年的课余
生活，传递正能量，近日，石景山区西黄新村西
里社区组织开展了“小小图书管理员”志愿服

务活动，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模拟开展
图书管理员的日常工作。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参与活动的
青少年讲解了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的功能布
局，让大家对接下来的志愿服务活动内容有
了基本的了解，并在“上岗”前进行了简单的

“岗前培训”，这群可爱的身影成为图书室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西黄新村西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活动，不仅给辖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服务社
会、服务他人的平台，还有助于提高少年儿童
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他们奉献他人、关爱社
会的优良品质。下一步，西黄新村西里社区将
继续招募培育志愿者，为居民搭建志愿平台，
引导其深度参与社区儿童阅读服务，共同营造
良好的阅读环境，打造青少年友好成长空间。

志愿者走进敬老院
关爱老人

“爷爷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
不舒服？”“现在天冷了，每天记得要泡个脚，早
点休息。”为倡导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近
日，石景山区枫一社区联合社区青年汇，组织

大学生志愿者们走进苹果园街道养老照料中
心，陪老人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
体状况，向其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为
老人们送去亲切的关爱和温暖。

在养老照料中心，志愿者们带领老人们一
起做手臂操。伴随着轻柔优雅的音乐，志愿者们
示范动作，老人们专心模仿练习，活动筋骨，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多才多艺的志
愿者们还为老人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有
演唱歌曲、猜谜语、讲故事等，让老人们感受到
了欢乐和愉悦。老人们也被志愿者们的热情所
感染，教志愿者唱属于老人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石景山区枫一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敬老爱老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也让老人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同时也让志愿者们体验到了关爱他人的快乐
和幸福。下一步，枫一社区将定期组织类似的
敬老爱老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敬老爱老
志愿者队伍中来，一起传递正能量。

垃圾分类进万家
传播绿色理念

垃圾分类是城市中“引领时尚”的“关键

小事”，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事。近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知
晓率和参与率，让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组织小巷
管家开展了“垃圾分类进万家 共创绿色苹果
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小巷管家们身着蓝马甲，头戴小
白帽，手拿垃圾分类宣传资料向过往的居民
进行宣讲，列举家中常见的报纸、包装纸、易
拉罐、废旧衣物、厨余垃圾等如何进行正确归
类，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入手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

同时，小巷管家们还通过捡拾路面垃圾、
清理卫生死角、擦拭公共设施等对周边环境进
行清理，并在路口疏导车辆，整理共享单车，进
一步规范停车秩序。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街面
变得更加干净整洁。

苹果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苹果园街道城市办公室（城建）将持续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实践活动，
动员更多居民主动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
中来，用实际行动为打造绿色苹果园贡献
力量。

四川江油市三合镇：
“小食堂”
托起“大民生”

本报讯（绵文）近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江
油市三合镇，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川矿社
区的巷子多了一家平实温馨的食堂。虽然
面积不大，但周围就餐的居民络绎不绝，刷
卡缴费、自助打餐，近50个餐位的食堂，始
终满满当当。

据了解，川矿社区大部分为老旧小区，60
至79岁的老人有2495人，80岁以上的老人
有416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34人，老龄人
口占比达33%，部分空巢、高龄、失能和失智
老人存在“吃饭难”问题。为回应民之所需，社
区积极协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闲置场地，争
取上级部门资金进行硬件装修，打造爱心食
堂，每天采购新鲜食材，自主烹饪，供应早、
午、晚三餐，解决老人吃饭难题。自2023年9
月底食堂正式运营以来，已有近6000人次的
老人在食堂就餐，同时，食堂还提供送餐服
务，每天风雨无阻地为生活不能自理、孤寡、
独居、空巢老年人提供配餐送餐服务。

亲民实惠的价格，美味丰盛的菜品，爱
心食堂逐渐赢得辖区居民的认可与信赖，
在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也纷至沓来。针对上
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老年人就餐人数多
的时段，食堂提供的蔬菜和比较容易消化
的菜品会多一些；针对大多数十二点之后
来吃饭的年轻人，食堂准备的荤菜则会多
一些，保证了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第一时间
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辽宁锦州市：
新建“口袋公园”
颜值高功能全

本报讯（崔陶然）今年，辽宁省锦州市聚
焦群众关切，遴选了年内能够完成的10项重
点民生实事，其中规划建设20个口袋公园及
街角绿地已经开始确定点位，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实地测量和方案设计。今年的口袋公园
将以景观小品更美、服务功能更全、基础设
施更新的优美风姿展现在锦州市民面前。

“口袋公园”是指面向公众开放、规模
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
绿化活动场地，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
锦州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从城市景观
角度而言，它是配角，但从城市生活来说，
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主角，可以让生活变得
舒适、惬意。锦州市修建“口袋公园”时始终
围绕街心、街边、街角这些离老百姓生活最
近的地方，通过精心建设一批“口袋公园”
打造出城市的金边银角。同时通过这种“见
缝插绿”的方式补强锦州市公园绿地分布
不均衡、老城区公园绿地不够等问题。

锦州市住建局表示，将坚持建管并重，
抓好质量监督工作，加强现场管理，加大养
护力度，确保口袋公园街角绿地栽植无死
株、树墙无缺口、草坪无死斑。科学合理进
行树木修剪，遵从生态位原则，营造适宜植
物群落，提升景观和环境质量。另外还要挖
掘“口袋公园”建设的特色亮点和显著成
效，广泛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报道，让公众认
识到“口袋公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
步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共同维护
公园绿地的环境品质。

四川广安市前锋区：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确保老有颐养

本报讯（姜曦悦 吕甜 丁彦博）1月 22
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龙塘街道油库
路社区居民张尚菊老人家中，来自四川乐
善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
给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前锋区引
入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四川乐善行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前锋区的居家养老
服务，主要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
人员上门的方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便
捷更优质的养老服务。

2023年，前锋区通过养老服务机构上门
服务的方式，持续为低收入失能和部分失能
的403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进一步
满足困难老年人群体的居家照护需求。该区
把养老服务事业作为民生实事的“重头戏”
来抓，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服务保
障能力、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发展，持
续推进区、镇、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
步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前锋区建成并投入运营城市社区
养老服务综合体3个、养老服务驿站（日间
照料中心）21个、老年食堂1个，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功能实现全覆盖，有效满足了老
年人社区基本养老、助餐需求，城区“15分
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

江苏无锡市：
文明创建让市民“心愿单”

成为“如愿单”
◎ 姚程玉

漫步在江苏无锡大街小巷，环境优
美，干净整洁；驻足社区，百姓生活便捷
宜居；辗转街头，公共空间有颜值更有范
儿……一幅幅精美画卷的背后，记录着
锡城的“文明密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文明创建是一项合民情、顺民意、得
民心的利民惠民工程，更是持之以恒地
将市民“心愿单”化作文明城市创建的

“责任单”。近年来，无锡集中力量解决
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在建设有品质、
有温度、有活力的新时代文明城市上迈
出坚实步伐。

道路变宽了、停车位多了、老式楼
房外立面“换上新衣”、楼宇间多了见缝
插针的小花园……家门口的变化让生
活在稻香新村的老街坊们眼前一亮。

“以前的老旧设施全部翻新，改造后的
小区不比商品房小区差。”居民潘先生
对此赞不绝口。截至 2023 年底，全市
150个老旧小区改造全面完成，立足管
网绿化、设施更新、硬件改造等居民实
际需求，相关部门对老旧小区进行连片
化集成式改造，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得好不好，解决难题
是关键。走进刘潭三村小区，电动车整
齐地排列在户外停车棚内。“有了智能
充电桩，遇上刮风下雨都不怕。”作为
曾经飞线充电的实际使用者，毛先生
如今成为规范停车的一员。一根根非
机动车集中充电桩从源头治理“飞线
充电”隐患，一部部加装电梯圆了居民
多年来的“电梯梦”，一个个整齐划一
的停车位打通居住堵点，“微改造”让
群众生活装满“微幸福”，绘出美好生
活“上扬曲线”。

从被遗忘的“边角地带”到市民都爱
打卡的全龄友好宜居空间，以锡山大桥、
盛新大桥为代表的桥下空间整治已然成
为城市的别样风景，获得市民点赞连连。

“以前桥下空间大多给人昏暗杂乱的印
象，在打造最干净城市行动中，桥下空间
环境整治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城
市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这些是无锡以绣花功夫凸显城市
方寸之美的缩影。扮靓“家门口”，“小切
口”折射大文明。如今的锡城，街头巷尾
焕然一新。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健
康路（花街）、学前街（学人街）、新生路
（民国风情街）等背街小巷焕然一新，让
百姓出门即可“漫步其中，会心一笑”；
华丽变身的农贸市场“烟火气”与“高智
慧”并存，为群众提供舒适安全的购物
环境；瞄准“最干净”，智能便利的公厕
解决市民出行“后顾之忧”；推进“环卫
一体化”改革，精塑“席地而坐”高品质
城市客厅。

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
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
点。“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就是为人民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市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的深入推进，更加高效的治理、更加
暖心的服务、更加优美的环境，将成为
崭新的“城市名片”，持续擦亮锡城文明
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