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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1960年7月18日，四川省
成都市金牛区成立，因区政府
邻近金牛坝，得名金牛。

建区以来，金牛区逐步从
农耕、城镇向城市化转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西
部第一区”的辉煌。

如今，当城镇化进入下半
场，社区治理成为重头戏，品质
社区也成为了这个迈入“花甲
之年”老城区的新追求。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来
到金牛区，在几天的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打造宜居社区，金牛靠得是“一
条红线”。

党建+自治
老旧小区换上“新衣裳”

在这个老旧小区占比达到
80%的老城区，如何有序进行
院落治理和改造，是一个重要
课题。

在抚琴街道西北街社区力
佧苑小区，楼虽旧，但小区柳绿
花红，整洁干净，“社区好、大院
好、我才好”的大字写在小区的
文化墙上。

但在改造前，这里可不是
这个样子。“我们小区是全区少
数民族居民最多的小区。过
去，垃圾废品把路都堵了，花坛
破败不堪，环境一片狼藉。”说
起从前的样子，老住户刘建生
一声叹息。

刘建生不是没有想过办
法，但几经折腾后接受了现实：
没钱没权难组织，只好“修修补
补过日子”。

回忆起过去，刘建生觉得
有点儿“不堪回首”——1992
年修建的这座小区系非物管小
区，配套不齐、管理缺位，居民
之间矛盾纠纷突出，小区环境
脏乱，治安案件偶发。

为彻底改变小区面貌，金
牛区充分运用当地党建引领社
区发展治理体制机制优势，将
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紧密结
合，区委组织部发挥“核心”作
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深
入调研，创新了“党建+居民自
治”治理模式。

2019年初，小区设立党支
部，构建起“党支部+自治管理
小组”的居民自治体系。党组
织来了后，小区自治管理小组
开启一系列“变身”行动——

针对私搭违建，首先实施
折违改造，发动居民组建拆违
专班，制作了拆违告知书，逐户
告知宣传并签字确认；

针对小区道路环境，定期
组织居民开展大扫除活动，对
院内车辆乱停放现象进行清理
整治；

针对缺少活动场地的问
题，协调腾退50平米房间打造

成邻里之家，打造120平米文
化墙，使居民议事有场所、活
动有场地……

如今的力佧苑，正如它的
名字一样，呈现出团结和谐、秩
序井然、共治共享的生动画面。

“这儿是我们自己划的停
车线；这儿是我们自己修建的

‘力佧亭’；这是小区多民族舞
蹈队、西北街歌唱艺术团、西
北街藏族舞蹈队的活动照
片。 ”介绍起小区的新颜，自
治管理小组副组长刘鸣滔滔
不绝，退休不退岗的她，是小
区的“组织担当”。

在刘鸣眼中，老旧小区更
要有人情味。据她介绍，小区
每年组织为“90岁以上老人
集中办寿宴”“百家宴”等活
动，动员每个家庭拿出一个菜
分享，营造起邻里相亲、守望
相助、敬老爱老的浓厚氛围。

面对未来，小区党支部和
自治管理小组又有了新的打
算——他们准备拿出小区收
益节余的10余万元，争取街
道和社区的支持，逐步对楼栋
外观进行改造。

“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
下，力佧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灿烂。”说这句话的时候，刘建
生的眼里带着光。

值得一提的是，金牛区目
前已出台《金牛区关于深化和
完善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的实
施方案》《小区（院落）党组织
规范运行指导细则（试行）》
《深入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
小区治理解难题”专项攻坚行
动的实施方案》；分类施策建
成13个特色治理小区（院落），
编制《金牛区居民参与小区善
治手册》，总结完善经验，为全
区推广复制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大力推进商品房小
区业委会、物业服务机构依法履
职。鼓励安置小区、老旧院落成
立院落管委会、自治委员会，引
导小区骨干、意见领袖和居民代
表广泛参与小区（院落）治理，积
极破解老旧小区（院落）治理难
题。”金牛区组织部副部长朱明
鸿如是向记者表示。

联动+示范
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在家门口学摄影、看展览、
上瑜伽课、听风筝大师讲述自
己的作品和手艺……这些在沙
河源街道新桥社区都能如愿。

“之前我在这儿学了摄影，
老师教得特别细致，手机、相机
摄影都学了，技术大幅度提
升。”成都市民张惠每个周末都
要来新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打卡”，提起这里的各项服务，
张惠特别来劲：“有一种幸福叫
住在新桥社区！”

一走进新桥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映入眼帘的便是社区的

“成长记忆”照片墙：从传统农
耕乡村、到生产资料市场、再到
如今的大美公园社区……社区
经历的华丽蜕变，让人禁不住啧
啧称赞。在党群服务中心内，记
者看到，应有尽有的服务设施吸
引着居民前来使用；带娃、看
书、上网、喝茶、健身，各种功能
区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丰
富的培训课程每天都不重样。

值得关注的是，摄影文创
元素不仅充斥在党群服务中心
的每个角落，更是该社区打造
的一张国际性名片。

中国当代艺术影像馆、摄
影文创特色街、府河摄影公园、
熊猫驿站……新桥社区之所以
能找到自己的品牌，开创“社
区+产业+生态+商旅”的新模
式，也正是因为找准了“党建引
领下的社区提案工作机制”这
个抓手。

记者从新桥社区党委了解
到，社区特别规划了党建指导
站、心馨微党校、议事会和群众
工作之家、社区警务室等场地，
为开展党建活动调动辖区居民
党员、企业党组织等党建力量，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提供载体；并以社区党员干部、
居民骨干引领带动群众充分发
挥“战斗队、宣传队”作用，先后

成立了摄影队、国学组、太极健
身队等群众性组织，让居民每
天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

如果把新桥社区视为金牛
区的特色品牌社区，那么说到
特色品牌街区，就要把目光转
到西安路街道枣子巷社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夏日
的枣子巷很是热闹，街区两旁
花丛中、灌木间，“萤火虫”灯光
拖着大小的光斑扑闪。

街道巷口，一场由社区党
委协调组织的“泡泡娃枣子树
下音乐会”正在进行中，现场六
位小朋友化身“街头艺人”，他
们的歌声，让这个夏天变得更
加活力起来。

带着近现代风格的建筑，
以灰白色、砖红色为主基调，枣
子巷与一街之隔的宽窄巷子，
整体风格也相辅相成。此外，
由于成都中医院大学坐落在这
条街区里，因此中医药主题成
为了街区的亮点。

从一条破旧、拥堵的老街
巷，转型成为成都市第一条按
照《公园城市一体化设计导则》
建成的特色街区，枣子巷的经
验在于，通过党建引领推动社
区场景营造，实现“三区融合、
一体打造”，即通过“街区、校
区、社区”联动实施一体打造、

有机更新，呈现主题式商业文
化旅游街区。

新桥社区和枣子巷社区只
是金牛区通过示范引领，营造
多元体验场景的一个缩影。

“我们建立了区领导、区级
部门对口联系机制，‘一对一’
全过程陪伴式指导11个示范
社区、12个示范小区创建。”朱
明鸿表示，如今在金牛，社区有
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
正在成为现实。

创新+智慧
治理有思路、生活更“懂你”

穿过成都金牛区星科北
路——这条被誉为“回家的路”
的新晋“网红”打卡点，一座具
有设计感的白色小楼引人注
目，一个个与社区治理相关的
空间设计、承担各种功能的“盒
子”点缀其中……这里就是金
牛区在全国建立的首个社区发
展治理创享中心。

据金牛区委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副主任权秦琦介绍，创
享中心分别设置了社治联创基
地、社治服务超市、休闲娱乐空
间等功能分区，可以为社治创
享家提供优质的共享办公空
间，休闲娱乐平台；与此同时，
创享中心还计划推出社治开放
大学、社治服务超市、社治研究
院、社治全媒体、社治云支持等
系列产品。

如今，创新的血液正流淌
在金牛区社区治理的方方面
面，而“智慧”基因，正融入城区
发展的动脉——

聚焦停车难这一问题，金
牛区按照“政府支持、国企牵
头、市场参与”模式，联合
ETCP公司共同开发“成都智
慧停车客户端”并进行了市场
化运作；

聚焦“社区老年人多、年轻
人忙”这一突出矛盾，金牛区与
中国电信合作建立“孝行通智
慧养老云平台”，绘制全区老年
人“关爱地图”，为困难老人配
置智能居家安全设备；

聚焦“中心城市出租房屋
多、流动人口多”这一特点，金
牛区社治、政法部门同公安系
统紧密联动，利用“天府市民
云·金牛门户”试点建立小区人
脸识别门禁系统……

此外，金牛区委组织部、区
委社治委、区教育局、区民政局
等 7个部门还联动开发集党
务、政务、生活等97个服务项
目为一体的“天府市民云·金牛
中心”APP；打通社区发展治理
服务中心（站）、金牛融媒体、

“大联动·微治理”、“天府市民
云·金牛中心”四大平台，建立
民意诉求“网上收集、后台转
交、网格中心派件、处理结果网
上发布”新机制，及时解决老百
姓难事、急事、揪心事。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金牛
区将创新党建引领双线融合的
社会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发挥
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
构建社区发展治理强基础、优
服务、惠民生的高线，筑牢社会
综合治理防风险、促法治、保平
安的底线。

成都市金牛区成都市金牛区：：

““红色画笔红色画笔””绘就理想社区绘就理想社区

成都市金牛区枣子巷中医药文化特色街区夜景。

金牛区沙河源派出所新桥警务室提供多项便民服务，为居民打造
家门口的派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