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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有恙
网格员陪同就医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最近天气转凉，注意
保暖。”9 月 25 日上午，郑艳英拨通了桥梁
厂生活区周奶奶的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
不忘叮嘱老人，需要帮忙随时联系。

郑艳英是石峰区响石岭街道万泥塘社
区的网格员，年逾七旬的周奶奶是一位失
独老人，丈夫已经去世，平时一个人独自生
活，是社区的重点帮扶对象。

“身体不舒服，头疼得厉害，想去医院
看看。”前几天，周奶奶向网格员求助称，她
已联系了自己的侄女，但侄女要晚上才能
赶到，希望网格员能陪同自己去医院看病。

接到老人诉求，万泥塘社区网格长王瑛
与郑艳英迅速陪着老人一起前往株洲市二
医院就医，从排队挂号一直到老人办完住
院手续，全程陪同服务。当晚，老人的侄女
赶到医院，郑艳英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这是一位网格员应尽的责任。”郑艳英
说，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失独老人是社区的
重点帮扶对象，今后会一如既往，尽最大能
力让网格内的老人们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小区多棵树木枯死
业主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小区内多棵老树已经枯死，经常有树枝掉
落。”近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金盘岭社区
杉塘路1号小区居民向网格员肖娟反映，小
区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网格员帮忙及时
协调处置。

杉塘路 1 号小区共有居民 45 户，无物
业公司入驻服务，现由业委会参与治理。
得知情况后，肖娟赶到现场发现情况属实，
立即组织小区业委会及居民代表一起商
讨，共同寻找解决办法。

“社区向相关部门报备，我可以联系人
义务帮忙砍伐。”协调会上，小区业主曾先
生主动提出，愿意为小区出一份力。

上周，该小区内 7 棵枯树相继被砍伐。
安全执勤，参与树枝清理……砍伐现场，小
区里的热心居民积极主动。“枯树清理后，
院子更加干净明亮了，再也不担心出门被
掉落的枯枝砸到头了。”一位居民说。

“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肖娟说，
安全隐患得以迅速处置，依靠的是广大业
主的齐心协力，希望大家继续为小区美好
生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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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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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亮相
老旧墙穿上了“花衣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袁宇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
员/冯雅 余姣）在芦淞区枫溪街道，有一名干部
长期走家串户做基层群众工作，加班加点毫无
怨言，只为促成签约完成、项目竣工，他就是枫
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晓波。自
2020 年 6 月到枫溪街道任职以来，他先后牵头
完成 10 余个项目，签约房屋 112 栋、土地 1554
亩。

1天完成原计划7天的拆除任务

枫溪街道年轻干部多，刘晓波充分发挥出
传帮带作用，将自己学到的征地拆迁知识经验
向年轻人倾囊相授，带领年轻干部到项目建设
的主战场上经风雨、历实战。

违章建筑成了极少数群体谋取个人利益的

捷径，这增加了征拆工作的难度。为了兼顾国
家利益与群众个人利益，在每个项目启动前，刘
晓波都会带领工作人员，仔细研究项目房屋构
成，高效推进征拆工作。

在“拆违保安”百日攻坚行动中，面对被拆
迁方漫天要价、聚众要挟的棘手情况，刘晓波连
夜调度，主动到征拆户家中讲解相关政策，仅用
1天时间完成原计划需要7天的拆除任务，一次
性拆除面积超3600平方米，用实际行动持续深
化拆违保安行动成效，坚决扫清项目推进障碍。

凭借对征地拆迁工作的满腔热情，刘晓波
带领拆迁干部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

把工作做到了征拆户心坎上

今年，市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工作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求1个月内完成“枫四路”项目
11栋房屋、10余亩土地的征拆工作。面对时间
紧、要求高的巨大压力，刘晓波积极参与项目协
调、走村入户，亲自参与谈判，与征拆户交心谈
心。

他创新尝试“正面攻坚、熟人助攻、外围渗
透、各个击破”的四维攻坚工作法，多渠道持续
做征拆户思想工作，耐心解疑释惑，设身处地考
虑其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最终顺利完成“枫四路”剩余3户的签约工
作，解决了长达12年的扫尾难题。

“要做好人民满意的征地拆迁就是要让人
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如果因为征地拆迁给百
姓的正常生活造成不便，就说明我们征拆工作
没有做到位”，这是刘晓波在征拆工作中讲得最
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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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以来，小区
美化改造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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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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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墙体已经老旧脱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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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们的意见后，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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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居民们的配合，从确
定图案到完成所有墙绘只花了一个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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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漫画写着“有
事好商量”，墙下设有居民休闲桌椅。

“旁边的金华小区墙绘也很漂亮！”在金华
小区靠马路的公厕墙面，画上了大片绿植的垂
直农场、居民卡通图像等各具特色的图案。居
民夏女士说，这里改造之后吸引了很多人，大
家都来走走，甚至以前不常见面的老邻居，见
面的机会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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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响和群众的普遍认可。

老旧墙穿上“花衣裳”，居民点赞

社区“微基金”助力社区治理新作为

多元主体参与，群众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基金为老旧小区换新颜。记者/谢嘉 摄

奋战在征拆一线的“老兵”1天完成原计划7天的拆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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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摊“松绑”，我市做了不少探索实践

9月23日一大早，石峰区湘天桥农贸市场前的便民零担区，
菜农何秋花像往常一样，挑着一担子新鲜蔬菜找个位置落座。

这个零担区有82个摊位，今年6月份投用后，人气越来越旺。石
峰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湘天桥农贸市场已有30多年历史，曾经有
不少菜农在外围占道摆摊，影响环境和通行秩序。

从有序引导、满足居民需求的角度出发，该局联合湘天桥市场管理处，在
市场前设立了便民疏导零担区，制定了管理规定，要求进入零担区的须是本地
自产自销的菜农，且须取得“自产自销证”。市场食品安全检测中心会对菜农
的蔬菜进行抽检，抽检样品累计出现3次不合格的经营者，取消其“自产自销
证”。

相比在市场内租赁摊位，进入零担区的菜农只需象征性支付卫生管理
费，不少以往走街串巷与执法队员“躲猫猫”的菜农，都选择来这里摆摊，

“有合规的地方摆摊当然好，能安心做生意，卖得也快一些。”何秋花说。
湘天桥农贸市场前的菜农零担区，是我市城市管理坚持“堵疏结合”、

不搞“一刀切”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近年来，我市分批设置了一些
允许摆摊的便民疏导点，每年还根据疏导点周边
居民意见以及城市发展情况进行审定更新。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也
规定，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环境卫生的情
况下，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摆摊设点
的区域、时段。

可以说，为地摊“松绑”，我市早已做了不少探
索实践。

“地摊经
济”与城市管理

如何共赢？

如何平衡好“地摊经济”
的放松与管控，至今仍是一道

难解的题，株洲探索实践多年，正
在一步步形成“最优解”。

比如，湘天桥农贸市场前的零担
区，除了制定了明晰的管理规则，在

了解到菜农和消费者的需求后，市
场管理方还在零担区搭建了可以
遮风挡雨的防护棚，提高了舒
适度，进一步拉动了这里的人
气。以往无序摆摊的问题少
了，交通更便利，整个市场的
活力也提升了。

但目前来说，由于缺少强
制性要求，这在我市毕竟只是
极少数。记者注意到，出于

规范引导、便民利民等考
量，江苏省、襄阳市等

地都出台了相关规
定，明确要求农

贸市场内须划
出 一 定 面
积 的 自 产

自 销 区 域 ，
明确销售时段

等。
此外，为了满

足部分时间、群体
的需求，我市曾试点

开放并制定了“西瓜地
图”“夜宵地图”等，确保

市容环境卫生的前提下，
在一定时间内有针对性地放

宽部分摊贩摆摊的限制，获得
了社会各界好评。如何持续做

好这项工作，形成株洲城市管理
工作的亮点，也是多方盼望的。

城市向精细化管理发展趋势下，
重要的是如何让广大群体享受到发展

和治理红利，“地摊经济”逐步升温之下，
如何平衡多方诉求实现共赢，或许需要更
多思量与实践。

地摊放而不乱，可能吗？

那么，这些疏导点的运行情况如何？
记者从执法部门获悉，目前存在的部分疏导点，或多或

少会出现摊贩不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摆摊经营、卫生秩序
难以维护等问题。比如贺家路早市规定的收摊时间是早上7
点30分，但如果没有卖完菜，摊贩们是不会愿意离开的，或是
在周边区域和执法队员们“躲猫猫”，这也随之带来了早高峰的
交通秩序管理问题。

放开“地摊经济”，便民与不便的争议始终存在，往往是看哪边
的声浪更大。一些零担区就因为“一放就乱”，很快就被取消，天元区
珠江南路与学园路交会口的一处空坪，就是其中之一。

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有一个存在了上
10年的早市，去年一度被设为便民零担区，但只运行了不到3个月，就因为摊
贩无序经营等问题被取消。“现在，我们只能每天上班后对这里的摊贩进行引导
和劝离。”上述工作人员称。

然而，这样一个早市并未因此而“一管就死”。9月24日早上8点，记者在这
里看到，卖果蔬、鲜肉甚至衣服的数十家摊贩占据了整片空地，并向珠江南路的
人行道上延伸，摊贩们剖鱼、拔鸭毛后，杂物就被随意丢在路边。一辆驶入的
黑色轿车被摊贩们阻住，喇叭声中大家见怪不怪，几个摊贩挑起菜担让到
一边，车走后，又回到空坪中间。

小湖塘社区的为民路附近的一线摊点，是天元区最早的“马路市
场”，这里乱丢乱扔、当街杀鱼等问题同样明显。临街的金泉小区内的
住户曾多次投诉，街道办、城管大队等部门也多次对这里进行整治和
取缔，但摊贩有生存的需求、居民有就近买菜的需求，市场开关反
反复复，至今仍然存在。

实际上，为了解决辖区这类无序摆摊的问题，分流部分摊
贩，天元区城管部门曾在湘山路附近一处闲置空地设立了一
处零担区，但摊贩们并不“买账”。

“太偏了，去了没生意，肯定不去。”对此，一些摊贩和执
法者都坦言，一处并不规范的市场能长期存在，势必有其
必然性。如果要让摊贩分流，新设立的区域总得具备一
定的比较优势，而这往往不是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

这几天，最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互联网上引起
热议：这一法规对“设摊经营”作了优化，允许符合限定条件的设摊经
营。这也意味着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

如何对待“地摊经济”，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重点问题。一边是街边
摊位伴生的“烟火气”、激发城市活力，另一边则是“一放就乱”等治理
难题。

“放”与“管”之间如何平衡，株洲进行了哪些探索？效果
如何？记者走访了解。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小湖塘社区的为民路
附近，早市虽然拥堵，但居民
买菜需求同样旺盛。

伍靖雯/摄

▲珠江南路与学园路交
会处的早市，曾被设为零担
疏导区，不久后又被取消。

伍靖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