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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楼门口有了人脸识别装置、非机动车库加装了充电
桩、小区出入口实行了人车分离……更安全、更便捷、
更有序，乐山实现了从世界级商圈旁的“低洼地”到

“后花园”的逆袭。
“我在乐山街坊住了20多年，刚搬来这里的时候，

整个小区脏乱无序、破败不堪。2018年以来，乐山街
坊的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小区变得光鲜亮丽，现在居住
环境越来越好。”乐山六七村居民方贵华说起小区的变
化满心欢喜。

以前，乐山街坊虽然紧挨繁华的上海徐家汇商
圈，但“脏乱差”是这里的代名词，“牌文化”是这
里的“风景线”，110的报警量占整个街道辖区的一半
以上。“乐山必须要改变，再难啃也要把这块‘硬骨
头’啃下来！”上海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记林竞君
说，自2018年起，徐家汇街道全面开展乐山地区综合
治理工作。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违章建筑。乐山街坊的房屋多为
上世纪80年代建造，很多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4平
方米，先天“缺陷”迫使居民们另辟蹊径，搭建违章建
筑。这不仅使小区变得脏、乱、差，也对小区环境改造
造成了阻碍。

为了提升整个乐山地区的环境面貌，就必须彻底
拆除违章建筑。“街道拆违工作组在前期摸排过程
中，遇到了很大阻力。”林竞君说，“私搭违建的居民
都有一些实际困难，但不拆就无法推进后续改造工
程。因此，我们一家一家做工作，主动帮助居民想办
法解决困难，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变被动为主

动，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信任和支持。”
“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绕不开‘空间’二

字。”乐山六七村居委会书记唐佩凤表示，乐山街坊
的公共服务设置配置相对不足，空间资源更是捉襟
见肘。为此，街道决定打破各小区间不必要、无作
用的“隔离”，通过硬治理手段将各个独立分散的小
社区整合成一个“大社区”，达到“提亮通透”的
效果。

在小区活动空间拓开的同时，各类公共资源也得
到了统筹整合。今年6月份，一个功能丰富的“邻里
汇”正式向居民开放。这幢位于乐山中心地区的三层
小楼，集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文娱场所等功能于一
体，并创新接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功能，实现了40项
居民高频业务现场办理，不仅拓展了居民的活动空
间，更营造了“心宽大过房宽”的心理舒适度。“我
们乐山要开始‘弯道超车’了。”满意写在越来越多
的居民脸上。

乐山六七村小区的西门角上曾有一个修车摊，摊位
四周满是杂物，破旧不堪。但现如今，崭新的地面与围
栏环绕着枝繁叶茂的桂花树，这里已经变成了别具一格
的乘凉休闲小苑。小区旧貌换新颜，更是激发了居民的
自治热情，他们自发集资购买了桌椅，为桂花树挂上了
彩灯，并给这个小苑起了名字——缘驿站。

“缘驿站让居民之间相处得愈发融洽，就像家住
7号楼的一位志愿者骨干，她以前从来不参与小区的
管理。但自从小区环境变美了，治理更好了，这位
居民也像是变了一个人，不仅主动加入缘驿站环境

维护队伍，更是积极参加小区其他志愿
活动。无论是巡逻值班还是小区值守，
只要叫她，她准来。”缘驿站日常管理

“主力军”之一的居民柴阿姨说。
距离缘驿站不到20米，还有一个

高人气的“众乐园”。“这里原来是自
行车棚的一部分，现在是居民的活动
宝地。”唐佩凤说，居委会干部和志
愿者骨干以“众乐园”为平台，招募
社区达人，每周定时为居民提供理
发、磨刀、修车等服务。

经过3年的努力，乐山彻底“旧貌
换新颜”。数据显示，2018年乐山地区
共有志愿者156人，到今年志愿者已增
至427人。此外，截至2020年 7月底，
乐山地区信访量同比下降71.8%，12345
投诉量下降71.5%，警情类110报警量下降
61.7%，居民满意度与参与度都有了显著
提高。

谈及未来，上海徐汇区区长方世忠表示，
徐汇将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调动群众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共治为重要方式，激发
群众参与热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宜漫步、城市有
温度，让人们记得住“里弄小巷石库门，梧桐树下小
洋房”，还将在满足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需
要的同时，不断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共同创造更卓
越的城区、更美好的生活。

上海徐家汇：

乐山街坊欢乐多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虽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但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旅游热度依旧不减，这得益
于当地良好的生态和城乡环境。近年来，
甘南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纵深推进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打
造环境革命升级版，以清洁、崭新的面貌
迎接各方游客。

伤筋动骨之痛换来脱胎换骨之变——
甘南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点
的文化旅游发展之路，实现了旅游人数和
综合收入连续5年“井喷式”增长，进一
步释放了文化旅游在助力脱贫攻坚、实现
全面小康、推动转型升级、促进乡村振兴
等方面的蝶变效应。

清晨，清扫自家院落和房前屋后是甘
南州合作市尖木克街道下加拉村村民程新
梅每天的功课。此外，她每周五还会参加
社区的环境卫生日活动，清扫巷道、捡拾
垃圾。

“以前，巷道里到处是垃圾，流浪狗到
处跑，现在巷道干净整洁，我们正谋划着
开办农家乐！”下加拉村村民何顺喜说起村
子发生的变化满脸笑容。

甘南州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处、青藏

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游牧文明与农耕
文明在此融合交会，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以前，甘南的草原上、道路旁、旅游
景点里，垃圾乱倒乱扔，农牧村“人畜混
居”的积习根深蒂固，“脏乱差”引发的

“破窗效应”愈演愈烈，成了阻碍甘南发展
的绊脚石。

2015年以来，甘南州委、州政府下定
决心、重拳出击，综合运用宣传、组织、
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在全州深入开展
了“环境革命”，全面彻底整治“脏乱
差”，让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焕然一
新，实现了4.5万平方公里“全域无垃圾”
的预期目标。

如今，甘南的城乡面貌与以往相比大
幅改观，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作为一项发展之计、稳定之
举、改革之策、民生之道，已深入人心。

走进甘南州卓尼县阿子滩镇阿子滩
村，干净整洁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
虽以天气寒冷，千亩花海景观中仍有零
星傲霜挺立的花儿。阿子滩村村民巢永
生说：“我今年纯收入已有8万元了，到
年底达到10万元肯定没问题！”

去年12月份，在镇政府支持下，巢永生

办起了农家乐，“以前到处奔波，风吹日晒还
挣不上钱。现在村里发展旅游业，不用出苦
力就能挣到钱，还能为家乡作贡献！”

这是甘南州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基
础，引导村民以生活方式转变推动生产方
式转型的一个缩影。“以前脏乱差，谋生门
路少，只能靠天吃饭。现在村子变美了，
成了景区，村民们都搞起旅游业，大家的
幸福感都增强了！”阿子滩村党支部书记王
昌龙说，阿子滩村有15户农家乐，既让游
客吃上了农家饭，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
起来。

立足当地旅游资源实际，甘南州对气
候良好、景观优美、餐饮有特色、住宿洁
净、交通便捷的村，依托综合优势，建设
休闲度假村，让农牧民群众转产增收，吃
上了绿色生态饭。如今，像阿子滩村这样
的旅游村甘南州已建了1000多个，惠及48
万农牧民。

甘南州根据不同村落将原有民居改造
与新建旅游景点相结合、生态畜牧业与文
化旅游业相结合、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
结合，积极探索“技能培训+党员带头+群
众开办”的营业模式，形成了“旅游+观
光+娱乐+餐饮+住宿+购物”一体化的旅游

产业发展链条。
“我在监控室上班，3个月实习期满后，

工资有3500元。在这里可以学习监控管理
技术，回村后对建设尕秀景区有帮助。”甘南
州碌曲县尕海镇村民其俊扎西说。

其俊扎西今年24岁，2014年他家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他们以
5000元扶贫资金购置了一顶帐篷入股尕秀
村晒金滩帐篷城，每年有 800 元分红收
入。 2019年，从甘肃机电职业学院毕业
后，其俊扎西和母亲都到帐篷城务工，每
月有2800元收入。

今年，尕秀村和甘南佳美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实行村企联营。在旅游淡季，其俊
扎西便被调配到佳美公司工作。“通过村企
联营，企业成了我们输出劳动力的培训基
地。不仅让村民增收，还让他们掌握技
能，为以后村里的建设积蓄力量。”尕海镇
党委副书记王麟说，有14名像其俊扎西这
样的大中专毕业生正在接受实训。村上的
8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每户购置一顶
帐篷，以实物形式入股尕秀村晒金滩帐篷
城享受分红，贫困户不仅可以在帐篷城务
工，还有马队收入，旅游旺季人均能收入
3000元，年收入能有1万多元。

甘肃甘南：

脱胎换骨走新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山海相依，秋色宜人。进入10月份，
山东威海迎来“湛蓝时节”，“威海蓝”开
始刷屏朋友圈。而在威海市民眼中，除了
优美的生态环境，精致幸福的小康生活更
令人舒心惬意。

近年来，威海以全面小康为目标，以
精致为灵魂，以幸福为坐标，用足“鲁绣
功夫”，绣出了一幅精致幸福的城市蓝图。
如今，对于威海市民而言，在家门口的
130余个口袋公园中，在7213个错时开放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里，在全市395
处老年餐桌上……威海交出了一份精致小
康的高品质答卷。

“十一”假期过后，儿子返回学校，
威海市民王丽荣又开始了她的“平静”
生活。

“走啊，去市集！”下午3点半，在微
信上约好老姊妹，王丽荣戴上新入手的碎
花丝巾，蹬上运动鞋就出了门。一楼挑点
时令生鲜蔬菜，二楼逛逛美食小吃，再到
顶层运动休闲公园遛遛腿脚。今年 5月
份，占地近9000平方米的万福邻里市集一
开业，王丽荣的“买菜日程”就一加再
加，安排得满满当当。

以前，王丽荣家附近只有一个“马路
市场”，每到营业时间，本不宽敞的马路就
会被汽车、行人、摊位等堵得水泄不通，
不仅买菜要“掐点”，还得时刻留心安全
问题。

经过有关部门重新规划建设，“马路市
场”退路入室，空中还建起了屋顶公园
——万福邻里市集的出现，解决了困扰当
地居民的交通拥堵、无休闲健身场所等一
连串问题。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总会有一些“成
长的烦恼”。面对这些烦恼，威海没有畏难
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开启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为了解决低效用地问题，威海市成
立中心城区低效用地规划整治工作专项小
组，启动中心城区低效用地规划整治工
作，摸排出40个低效用地地块，并制定出
3年整治计划；为了增强群众幸福感，威海
打通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政府管理平
台之间的对接渠道，热线事项同时派发相
关管理部门，进而快速高效解决群众诉
求，一项项改革举措让群众满意度大幅
提升。

精致小康，就是百姓的生活琐事有人

问、有人听、有人管。威海市委书记张海
波表示，老百姓满不满意，生活方不方
便，能否出行顺畅、居住惬意、有病无
惧、老来无忧，是威海实现全面小康、建
设精致城市的重要衡量标准。

每天上午 11 点，到暖心食堂“报
到”，利用餐前时间与同村的老伙计拉一
拉家常。11点半，一分钱不花的两菜一
汤准时上桌。平时家里有啥难事，跟村
里的新时代文明志愿者打个电话唠叨两
句，一准给解决——今年84岁的荣成市
夏庄镇石硼丁家村村民丁桂兰说：“这日
子过得真不糙。”

为了让社区及农村居家老年人吃得
好、吃得健康，威海市已建成30处社区食
堂、395处农村老年餐桌，覆盖600多个
社区和村庄，日均为1200余名政府购买
服务对象、近万名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
服务。

今年7月4日，威海市荣成市115家暖
心食堂集中开业，为农村80周岁以上老
人、农村特殊困难老人每周提供5次以上
免费用餐服务。

深秋的新威附路，街道上各类文创店

铺鳞次栉比。作为威海市历史文化特色街
区的代表，这条100多岁的“网红”老街
上满是前来打卡的游客。

对于街上的“房客们”来说，新威附
路可不仅是一条文化创意街区，更是一条
幸福街区。扎根老街6年的云南小厨饭店
老板曲刚说：“以前杂乱无章的各种线路不
见了，坑洼的人行道被铺上了马牙石，梧
桐树下安上了防腐木座椅。真没想到，这
条街区能发展成现在这样。”

背街小巷“靓”了，老旧小区新了，
停车不再难了，点滴小事最暖百姓心。坚
持以“小切口”改善“大民生”，是威海持
续提升全面小康“温度”的朴素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威海市先后实施了9
个批次的民生实事项目，完成各类实事
181 项，让市民群众收获了“稳稳的幸
福”。2019年以来，威海集中打通21条

“断头路”，新建10个停车场，免费向社会
开放227所学校体育设施等。这些，都是
威海打造精致城市交出的实实在在的民生
答卷。在以群众幸福感指数为标准的“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活动中，威海更
是跻身全国前五。

山东威海：

精致小康高品质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任现辉 杜晓莹

图① 山东威海城市风貌。
任现辉摄（中经视觉）

图② 10月1日，徐家汇街道乐山二三村居
委在乐山邻里汇举办吃“国庆面”活动，居民齐聚
一堂，欢度国庆。 （资料图片）

图③ 美丽的甘肃甘南风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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