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话 题 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 黄祎鸣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李红

编者按：

《论语》有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孟子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则百姓亲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多打造市民休闲观光、健身活动的地

点，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丰富多彩。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

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如何把邻里社区建设好，让邻里社区成为亲密

的情感共同体？本期话题予以关注。

近些年，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黄海
路街道后七夼社区周围的迟家、福地隆
城、锦绣家园等社区相继建起了社区食
堂。去年年底，该社区应居民要求，将建
社区食堂之事提上了日程。社区网格员
走访摸底，老人们都赞成建食堂。可社
区共有3380户，6880口人，其中60岁
以上老人有1560人，大家都希望食堂
建在自己家附近。到底如何选址？这让
社区干部犯了难。

食堂建在哪儿？不能靠拍脑袋，必
须要有科学的决策依据。大家决定用人
工智能“AI”来科学选址，他们运用基层
综合业务平台，对辖区内老人年龄段、

分布情况等多项数据指标进行测算，对
多个备选地址进行综合打分，最终确定
了建食堂的位置。社区绝大多数居民，
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食堂，大家皆大
欢喜。

也许有些人会说，“建个食堂，还用
上了‘AI’，有这必要吗？”笔者以为，很
有必要。现在“AI”技术运用已很普遍，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建社
区食堂用“AI”选址，是用数字赋能基层
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用大数据帮助作
出科学决策，有效避免了盲目性，使原
本选址难题变得快解、易解。运用电子
技术手段，大大减轻了人工测算的工作

量，数字赋能，让为民服务更精准、更
精细。

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
活，解决民生急需解决的问题，既要靠
工作热情，也需要靠科学精神作支撑。
当下，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AI”已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为民服务工
作效率的有效辅助工具之一。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跟上时代步
伐，需要“AI”技术更好服务于民众。
工作热情如果有了科学精神支撑，就
能更好推进民生工程稳步进行，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邻里关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
住在大宅院、小平房，邻居、朋友间互相串门、拜
访，曾是不可或缺的人际交往方式。但随着城市建
设发展，高楼大厦、住宅小区取代了原先的小院
子、小平房。由于物理居住空间变化、人口流动加
速和生活习惯改变，又出现了阻隔邻里交流的一
扇扇门、一堵堵墙、一幢幢楼。于是，同楼邻里相
住，甚至门对门、上下楼好几年，相逢却如同陌路
人。邻里关系的冷漠还会阻碍信息与情感的沟通，
给居住者带来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这些“都市冷漠
症”衍生的问题不容小视。

今年5月27日，第二届“与阳光同行”邻里节
在北京朝阳区三间房乡定北里社区举行，由社区
居民、辖区单位、社区工作人员组建的舞蹈队、模
特队，给居民们带来原汁原味的演出；在邻里节的

“跳蚤市场”上，居民们还带来家中闲置的玩具和
书籍供邻居们选购……

北京朝阳区组织举办社区“邻里节”，有效促
进了居民间的沟通交流，让平日里因繁忙而彼此
生疏封闭的邻里们一改往日的相见不语，通过居
民们的接地气演出、“跳蚤市场”的物件互换，让大
家在感情交流中，领会“邻里乐”，开展“邻里颂”，
感悟“邻里情”。“邻里节”活动，是城市人际关系新
常态下居民自我认同、相互融合的好方式，可以使
对门相望而不相识的陌生人逐渐成为具有情感联

系的邻居，而且使这种关系习俗化。它促进形成邻
里守望的风气，密切邻里亲情关系，增强居民的归
属感和凝聚力，为居民之间增添温馨和睦的正能
量，消融彼此间的冷漠隔阂，还有利于重塑新时代
的睦邻文化，构建文明和谐的新型邻里关系，不断
提升公民道德的建设水平，为整个社会的幸福和
谐增添了一份稳定的基础，值得点赞。

社会和谐幸福始于邻里亲情。关怀与信任，通
过一次次面对面接触逐渐积累形成。如何促进邻
里和睦，社区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组织
居民们伸出援助之手，彼此为生活中的不便提供
帮助；再如，宣传和引导居民们自觉为邻居着想；
倡导在家使用音响设备时注意音量，以免影响邻
居休息；注意共同爱护居住地公共场所的整洁，不
乱抛垃圾杂物；楼上居民不向楼下抛撒杂物等。大
家都这样做了，邻里间就会少一分陌生，多一分熟
悉；少一分回避，多一分接触；少一分怀疑，多一分
关爱。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就会在温情的
互动中持续升温。

融洽的邻里关系，和谐的社区生活，是城市宜
居幸福的基石。社区“邻里节”值得更多的城市、社
区效仿，为居民创造更多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期
盼每个居民都以此为契机，从我做起，对邻居充满
尊重、充满善意、充满温情、充满关爱，期盼每个社
区和所有居民间都能满溢邻里亲情。

为深入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理念，助推现代社区建设和“共享社·幸
福里”建设，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邻里
幸福生活场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近日，浙江省乐清市启动“与邻为
善·共筑强城”2024年邻里相伴活动。让
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在“心
底里”升华。共同推动社区治理向更高
层次、更深领域迈进。

乐清市注重邻里关系的修复和建
设，意义非常好。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
传递人际之间的爱和诚挚，不妨从认真
经营邻里关系开始，邻居是陌生人，也
可以慢慢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通过彼
此之间的琐事链接，建立一种亲密无间
的信任，让我们居住的空间除了具有优

雅美观的建筑，也能滋生出细密的邻里
肌理，生长出富有温情、彼此关怀、孝老
敬亲、友爱和睦、积极快乐的社区和邻
里情感。邻里温情多了，我们生活的公
共空间成为道义相砥、过失相规、守望
相助、患难相恤的公共场域，人们就会
更有归属感、安全感。这个注重物质发
展、精神发展的“双文明”发展，更值得
推崇。

其实，作为注重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发展的中华文明，一向注重亲仁善邻的
邻里关系、社区和谐。比如《左传》里有
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亲
近仁义与邻国友好相处，是立国的法
宝。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歌“邻曲
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

相与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
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诉说的也是温
馨朴素的邻里关系。中国的成语也多有

“远亲不如近邻”“睦邻友好”“千金买
屋，万金买邻”等，强调邻里关系的重要
性和积极意义。所以，生活在物质繁荣
时代的我们，也应该做好古为今用的文
化借鉴和精神传承，既注重物质发展，
也要注重精神发展，努力构筑邻里和社
区高度和谐的生活空间，为社会和谐美
好作出自己的贡献！

家居小区附近有个“口袋公园”，面
积不大，但茵茵绿草、树荫步道、健身器
械、长凳小亭等样样都有，周围居民十
分喜欢，园内人气兴旺，从早到晚都不
乏散步、游玩、锻炼的人群。但缺憾是少
人管理：花草树木无人修剪，设施残缺
无人维修，一些人带着食物、领着宠物
进园，留下的垃圾等也无人打扫……不
长时间，“口袋公园”就显破败萧瑟，让
常在这里锻炼的居民们扫兴不已。

抓好城市土地资源的精细化利用，
对居民小区、街道边角的零碎地块进行
改造，为居民休闲娱乐建设“小而美”的

“口袋公园”，是政府为群众办的一件好
事、实事。“口袋公园”让市民享受“推窗

可见绿，抬脚即进园”的美好生活，体验
城市街区的那份宁静和安逸，还能提升
绿地服务质量，真正实现绿化为民和绿
化便民，给城市增添了绿色魅力。群众
对此十分满意，更希望“‘口袋公园’绿
色长存”，魅力永在。

之所以一些地方出现“口袋公园”
后续管理缺位、环境卫生没有及时维
护、配套设施损坏不能及时维修等情
况，笔者认为大致原因是重建设轻管
理，许多“口袋公园”没有管理人员及管
理制度，树木花草没有人员修剪灌溉维
护，发生损坏健身器械及损伤树木花草
等现象时无人制止，设施坏了也无人员
及资金维修。

“口袋”有了窟窿要及时“补”，“口
袋公园”更要加强后期管理维护。否则
就会“小洞不补、大洞难补”，最终会导
致“口袋公园”逐渐荒凉破败，甚至名存
实亡。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应加强“口袋
公园”建成后的管理维护，切实发挥好
园林部门的专业力量，明确责任，健全
制度，落实管理人员及资金、物资投入，
保证管理及维修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把

“口袋公园”建设这件好事办实、实事办
好。同时，还要探索建立“口袋公园”长
期管理的新机制，譬如实行公园认领、
请热心市民当“园长”等，赋予“口袋公
园”这种城市绿化新生态以更多活力和
更多能量。

近日，一则“退休居民打‘义工’，小区改造加
速度”的报道得到广泛关注。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北区庄桥街道滨江社区海外滩小区的退休居民王
延义，发挥自身特长助力物业铺地砖，使施工进度
加快了一半，方便了小区居民安全进出。邻里互助
暖人心，这则让人振奋的新闻故事，让我们对社区
关爱和邻里团结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退休居民王
延义的义工行为，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充满感
动和正能量的榜样。

王延义的行为彰显了他对社区的热爱和责任
感。退休生活使他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他并没有
选择过上安逸的生活，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和专业
知识为社区作出了实际贡献。从他的行为中，我们
看到了对社区的深情眷恋，看到了对社区居民安
全和舒适生活的关心，更看到了对社区建设的积
极参与和奉献。这种无私的情感和自发的行动，在
许多人心中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共鸣。

王延义故事中蕴含了邻里关爱和互助的真挚
情感。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社会关系
的冷漠化，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远。然

而，王延义的行为弘扬了邻里互助精神。在小区改
造的过程中，他所展现出来的邻里互助的行为和
利他精神，正是社区和谐共融的最好写照。也许，
正是这种真诚的邻里关爱与互助，才构筑起一个
温馨和睦的邻里社区，让每一个居民都感受到这
份温暖和幸福。

王延义的故事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乐于奉
献的正能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常常感叹生
活的压力和挑战，但王延义的行为却给我们上了
一堂最好的课。通过他的行动，我们看到了一个普
通人的伟大，看到了勤劳和奉献的力量，看到了一
种生活的态度和价值所在。他所传递出的正能量，
会在更多人的心中激荡，并激励着更多人去关爱
社区、奉献社会。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王延义的故事是令人动
容的，它让我们在这个庞大的社会中看到了温情
与互助，也让我们看到了邻里关爱的力量。远水难
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愿我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
汲取力量，在生活中传递更多的温暖和正能量，让
社区更加和谐、让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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