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综合责任编辑：盛 荣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谭智方

2022年 9月 26日 星期一

▶28829237

◀上接01版
下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管理从乱到治，

从脏到美，实现亮丽的转身，彰显的是城市

管理者为民服务的决心，考验的是工作能

力与魄力。

“厕所革命”连续四年纳入绩效考核指

标，新建“建宁驿站”204 座，街两旁、江两

岸、桥底下、公园里、社区中，小小的驿站，不

仅解决“如厕难”，还提供热水、急救药箱等

8大服务。“株洲多元共治深化厕所革命”成

功入选2020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典型案例。

在全省率先完成城管体制改革，出台

株洲市首部地方法规《株洲市城市综合管

理条例》，对城市管理“管什么”“怎么管”等

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全国首开先河，推出《株洲市户外广

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图示》，企业只须“按

图索骥”制作安装，最大限度避免了设计施

工不规范以及安全隐患。

全省首个可线上缴纳罚款的违停处罚

系 统 ，“ 智 慧 广 告 ”监 控 平 台 ，“ 停 车 地

图”……如今，智慧管理渗透于株洲城市管

理的各个环节，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绣花般”管理城市，株洲以不跳针、不

断线的精神，织起一张精细紧密、温暖亲切

的城市管理大网。

看气质：多重美感更具体了

一座城市的气质，既是一座城市表面

体现出的审美取向，也是内里蕴藏着的文

化积淀；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邂逅，它贯穿于城市总体

风貌之中，体现在市井生活之中。

天气适宜的下午，在天元大桥河东桥

头，在荷塘区明月湖公园，花鼓戏对唱，棋

牌对弈，人们自得其乐。

“开窗见景、出门见绿”——

雪峰岭公园、凤凰山公园、博古山公

园、枫溪山公园等 10余个新建公园开园，航

空大道、服饰大道、千亿大道、云龙大道等

10 余条道路建成绿荫大道，实现“一路一

景”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河东湘江风光带一带串珠，实现河东

湘江沿线公园无缝对接，车道、人行道、自

行车道三线贯通。

“十三五”期间株洲绿地率由“十二五”

期间 39.23%增长到 40.38%，绿化覆盖率由

“十二五”期间 41.36%增长到 42.68%。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由“十二五”期间 11.6平方米/

人增加到 14.58平方米/人。

在有着 60 年历史的株冶生活区，深

巷、廊道、小桥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在罗家冲小游园的“夜光小森林”里，附近

居民尽享恬静与惬意。

“朴素温暖，实用贴切”——

不搞大阵仗、不花大价钱、办好民生小

事，着力在“微”上做文章。充分利用城市边

角地、废弃地等零星开放空间“见缝插绿”，

110 余个社区微公园开园，打通绿化“最后

一公里”。

在全省率先实施“微亮化”，聚焦城市

暗处，关注照明死角和盲点，采用朴素、实

用、创新的灯光手法对现有照明环境进行

完善提质。对 9个小游园、57条小街小巷功

能照明提质，26.5 万居民受益，美了家园，

亮了回家的路。

在河东湘江风光带分袂亭，人们或在

朱熹和张栻的雕像拍照打卡，或远眺湘江

凭空怀古，或与人交谈纵论古今，在日常休

闲生活中感受一座工业城市厚重的人文历

史底蕴。

“留下记忆、记住乡愁”——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活着的历史，也

是可以触摸的时代记忆。株洲大力推进历

史建筑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分袂亭、

炎帝神农像等 8 处株洲历史建筑适时公

布，实现市区历史建筑“零”的突破。

我市编研出版了《株洲历史文化建筑》

《株洲古建筑》等一批历史文化力作，全面

启动了杜甫草堂、下河街等历史建筑保护

工程。让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找到一

个能辨析历史经纬的塔台，进入一个能安

放心灵的花园。而当人们被激发出更多创

造力与想象力，又丰富、塑造着城市，赋予

城市更加迷人的气质。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越过“三质齐升”的界标，向新的远方

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以人为本的

株洲城，将在一个又一个十年中，演绎一

出又一出的精彩，以更多质的“涨升”赢得

民众的“掌声”。

人民城市为人民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袁宇娜

荷塘区桂花街道湘华 41栋，存在 30多

年了。这几日，它在居民的期待中变了模样，

美丽的彩绘墙吸引了不少居民打卡，“花园

议事角”成了老人、儿童坐一坐的好去处。

“社会力量出资、党支部出智、社区社工出

力、人民群众满意”，这是株洲首次探索“社

区基金”新模式的更新改造空间之一。

老旧墙穿上“花衣裳”

这段时间，桂花街道赵家冲居民欣喜地

发现，身边几个老旧小区，原本老旧灰暗、光

秃秃的墙穿上了“花衣裳”——一幅幅构思

巧妙的彩绘为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社区环境提升，得到了居民们的连连称赞。

湘华 41 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

岁月的冲刷，部分墙体已经老旧剥落。为解

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难点热点问题，

赵家冲社区建湘党支部提出美化小区公共

区域的规划。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后，得到

了大家的积极支持。“你们什么时候画，让

停在附近的车挪开，这样你们好上手。”得

益于居民们的高度配合，从确定图案到完

成所有墙绘，只花了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如今，淡黄色的墙上，写着“邻里一家亲”，

公共区域一角设置成“花园议事角”，墙上

议事漫画写着“有事好商量”，墙下有居民

休闲桌椅。

“旁边的金华小区墙绘也很漂亮！”在

金华小区靠马路一侧的公厕墙面，画上了

垂直农场、居民卡通图像等各具特色的图

案。居民夏女士说，改造之后吸引了很多

人，甚至以前不常见面的老邻居，见面的机

会都多了。

社区“微基金”助力基层治理

这次美化空间改造的资金来源并非单

由政府投入，而是引入了桂花街道“一米花

园”项目社区基金。社区基金是株洲社区治

理领域的新生事物，旨在撬动更多社会力

量助力社区治理，聚焦困难群众的兜底需

求，凸显慈善惠民服务实效。

桂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99

公益日”为契机，创新社区基金募集机制和

方法，动员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等为基层

社会治理捐赠资金。株洲首次探索“社区基

金”新模式，便捷的网络筹款渠道及搭建推

广平台，链接了更多社会资源支持社区发

展，最终赵家冲社区筹集 17000元，阳光里

社区筹集 15000元。

“7 月份就开始筹备了。”该工作人员

说，项目创新探索“社会力量出资、党支部

出智、社区社工出力、人民群众满意”的城

市更新改造模式，目前在两个社区试点，获

得良好的社会反应和群众的普遍认可。

群众共建、共治、共享

如何善用资源、筹措资金？如何规范

合理地运行社区基金？

桂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基金

资金来源多样，包括本社区居民、驻区企事

业单位的自愿捐赠等；社区基金的业务范

围包括帮扶社区困难群体、资助社区公益

项目、传播公益文化等。社区基金的运行必

须要由多元主体参与，发动社区单位和居

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对于收进来、花出

去的每一笔钱，由街道社区、小区各党支部

共同监管，及时公布。

“社区基金是集结各方资源，能够与公

共财政错位投放，解决一部分社区治理问

题。”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王鹏表示，它还有助于拓宽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渠道，不管是直接为基金捐赠，还是

参与基金资助的社区治理项目，或者成为

基金运作管理团队的志愿者，居民可以选

择的参与方式是多样的。

社区基金为老旧小区换新颜。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谢嘉 摄

社会力量出资、党支部出智、社区社工出力、人民群众满意

株洲首探“社区基金”新模式

每年 9 月的第三个周日是“世界清洁地球日”。9 月 25 日，我市

举行“全面推行河长制 共建清洁地球”——2022 年世界清洁地球

日·株洲市净滩行动。在芦淞区湘江风光带，近百名志愿者参加净

滩活动，还通过拍照发朋友圈方式宣传河湖保护理念。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手持铁钳、垃圾袋，仔细捡拾河滩上的塑

料袋、烟头和废弃物，然后将垃圾进行分类、装袋、转运。人群中，有

六七十岁的退休老党员，也有五六岁的小朋友。家住芦淞区的张玲

玲女士带着 9 岁的儿子参加活动。她说，“株洲的环境越来越好，自

己既是受益者，更要做参与者、践行者。把环保的理念种在孩子们

的心里，将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行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湘鄂 摄

世界清洁地球日

净滩 大家一起来

“4 楼商铺因设备电线短路发生‘火灾’，有人员

被困，急需救援！”安保人员发出求救信号后，微型消

防站队员立即出动，对初期火灾进行处置。同时，大

厦内的人员在指挥下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消防员

冲进“火场”搜索被困人员，多台高喷消防车在外压

制火势。10 分钟后，“被困者”成功获救——这是 9 月

23日，芦淞服饰市场群开展的消防应急演习的一幕。

连日来，全市消防部门扎实推进高层建筑风险

隐患排查和应急消防演练行动。截至目前，已检查重

点场所 99 处，并就发现的火灾隐患列入清单，要求当

场或限期整改到位，从源头夯实火灾防控基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曾美丽 摄

高层建筑消防演习

住建部专家组
调研我市海绵城市建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 日前，住建

部专家组来我市调研指导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今年 6月 1日，株洲市获评全国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城市。8月中旬，中央给予株洲首批 2.2亿元示范补助资

金，用以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建设。

专家组一行实地走访市委大院东塘水环境整治、陈埠港、蓝溪

谷小区等地，查看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生态系统、自然渗透与

净化等项目建设情况。并听取了市住建局工作汇报，对我市开展的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全国海绵城市示范城市建设标准，积极

探索实践，加快项目建设，把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行动、人居

环境改善有机结合，系统谋划推进，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全力打造

海绵城市建设典范。”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已完成恢复耕地2.54万亩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加快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决策部署，促进我市自然资源系统管理和服

务水平提升，从 9月 19日起，我市自然资源系统开展为期 3天的新

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班。本次培训有来自市局、各县市区自然资

源局负责人、业务骨干逾百余人参加。

培训特邀省委党校副校长吴传毅、省自然资源厅副总督察林

目轩等多名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涵盖了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设置

科学、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既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专题

辅导，也有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耕地保护、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督察执法等专业培训。

此次培训授课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政策指导性和实践操

作性，并结合我市耕地“进出平衡”先行县茶陵县在耕地“进出平衡”中

所取得经验，认真总结和剖析如何开展恢复耕地举证等相关知识。

“很及时，也很充实。”市资规局耕地保护科主任陈韬介绍，今

年，我市将恢复耕地 4万亩，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恢复耕地 2.54万

亩。此次培训邀请技术专家为全市各县市区耕保负责人、业务骨干

等人员授课“充电”，为耕地保护“蓄能”，目的是为助力全市恢复耕

地工作跑出“加速度”。

全市首个
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成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李石金） 9 月 24 日，

株洲市老年医学学会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医

养结合专业委员会。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

与养老资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进而提升养老的整体服务水平的养老服务模式。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市有医养结合机构近 30家。市老年医学学会医养结合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健介绍，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构建

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间的桥梁纽带，推动医养结合更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