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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和车辆不再混乱了，车

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也消失了”“公

交站台旁添置了休憩设施，以后可

以轻松候车了”“来打卡消费的游

客多了起来，营业额增长了不

少”……近来，成都市新津区兴义

镇大力实施“品质提升+美丽乡村”

行动，通过对万兴路实施微改造，

对街区开展微治理，引导居民和商

户开展微自治，场镇品质全面提

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街区形态

业态更新升级，周边居民和商户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聚焦群众诉求
“三步走”实施微改造

据悉，兴义镇万兴路北至斑竹林
景区，南接场镇入口，是新津城区至天
府农博园的首选路线，可谓农博园的

“门户”。多年来，人行道和机动车道
没有严格区分，路权混乱，安全隐患较
大；此外，由于此前设计和设施不够集
约，导致行人过街不便捷，停车亦无法
满足需求；街区风貌老旧，环境脏乱
差，周边商户和居民都迫切希望进行
改善。

2021 年 11 月，兴义镇党委以居民
诉求为出发点，以“三步走”开始着手
对街区实施微改造。第一步：听民
声。兴义镇兴场社区党员干部走街串
巷，分别与居民骨干、商家代表进行沟
通，充分听取意见，摸清诉求。第二

新津区兴义镇大力实施“品质提升+美丽乡村”行动

街区微治理 激活发展新动能

“通过镇上的统一规划，我们做小
生意的有了摊位，再也不用摆地摊
了。”2021年12月30日中午，成都市青
白江区城厢镇“绣川集”摊主王女士对
记者说道。据了解，城厢镇从解决小
商贩营业难题出发，以组建“绣川集”
集市对小巷中的地摊进行规范化管理
和集中整治，在保证社会秩序的同时
满足了居民们的生活需要。

据城厢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镇党委
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
事的能力，2021年以来，城厢镇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投入2000余万元，把
群众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惠及8万余
人，党史学习教育充满“民生温度”。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立足一个“准”字

城厢镇党委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深入开展联系群众“大走访”、民生
难题“大排查”，深入院落小区，先后走
访320余户，倾听群众呼声诉求，收集
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生态环境等14类
问题、意见建议146条，现场解决问题

步：集民智。了解群众诉求以后，项
目组邀请社区文化达人、街区商户
等多方进行商议，最终确定了“展兴
义水乡形象,串农博文旅脉络,载市
民共享生活”的打造思路。第三步：
聚民力。在政府和社区的带领下，
社区和商家志愿者纷纷加入环境整
治行动，栽花种草、清理沟渠、打扫
卫生……据悉，万兴路实施微改造
一个多月以来，整个街区已经旧貌
换新颜。

街区变景区
颜值品质双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兴义镇场镇入口
处看到，一个以青砖为主体，结合镂
空农耕雕刻，搭配川西民居坡面屋
顶，再辅以翠竹等元素融合而成的

“农博兴义”文化节点呈现出原汁原
味的川西田园风格。在场镇中段的

“水乡兴义”节点由巨型木轮水车、休
憩亭、景观小桥和亲水平台等共同组

成，与“水乡兴义”四字石刻相互呼
应，即使在枯水期也能感受到川西水
乡的韵味。“待冬去春来，羊马河的水
位上涨，溪水推动水车缓缓转动，这
里必将会成为游客们的打卡点之
一。”兴义镇政府工作人员熊义告诉
记者。

街面上，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
“黄绿蓝”三种颜色的线条划分，并
设置了潮汐式的停车位，公交车站
台旁新增了长凳、木椅等设施。整
条街道上，“城市会客厅”的标识贯
穿始终。“我们通过在街道两旁增设

太阳伞、桌椅等外摆设施，把这里打造
成为‘城市会客厅’，供游客们休闲、打
卡。”熊义说，一到夜晚，灯光点亮，这
里便成为我们兴义镇通向农博园的景
观大道。

组建营商共治委员会
推动共建共管共治

“万兴路改造完成以后，很多来
斑竹林的游客特地到镇上打卡消费，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谈起这里
的变化，餐饮店老板贺永岗十分欣
喜。场镇环境变美了，街区品质提升
了，来此打卡消费的游客也多了，本
次微改造给域内商户们带来了满满
的获得感。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街
区治理“不返潮”，让游客有更好的消
费体验，兴义镇党委引导社区、商户代
表、辖区居民共同组建了“社区营商共
治委员会”，街区的大小事务由委员会
共管共治，通过制定营商环境建设公
约、建立三方督促机制、制定门前“三
包”政策等方式，维护街区环境，规范
经营行为，实现街区秩序和商业氛围
的有效平衡，推动街区治理与业态提
升同频共振。

回应群众关切，聚焦民生实事。兴
义镇从细微处着手，通过实施街区微改
造，实现了小切口撬动大效益，让街区
治理转化为域内商户的发展红利，为街
区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初步形成了街
区共建共管共治的良好格局。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杨铠
兴义镇供图

党史学习教育关注民生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39条，持续跟踪7条。这些问题中，
既有产权办理、安置分房等“顽疾”，
也有道路拥堵、公共服务等“小恙”。

针对群众呼声高的痛点、难点问
题，镇党委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工作
闭环，同时实施项目化管理制度，每
月通报进度，对进度缓慢的项目进行

亮灯预警，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清单”变为党员干部的“履职清单”。

坚持让群众满意
注重一个“实”字

项目行不行，群众说了算，以群

众“脸色”检验项目“成色”，用群众满
意度测评项目完成度。

为了啃下历史遗留“硬骨头”，让
群众获得“暖心情”，城厢镇化解多年
信访积案，完成了 6 个楼盘不动产登
记工作，为 160 余户购房业主办理了
产权证。除此之外，解决困扰群众长
达 10 余年的五泉联兴、万家和小区 B
区住房安置问题，安置农户 2882 户、
7600人。

在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上，城
厢镇完成9个安置小区维修改造及基
础设施提升，对 7 个老旧院落进行改
造、6 个重点区域突出水环境治理、新
建垃圾分类投放点80个、垃圾房25座
……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群众心
坎上，让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
幸福感更有保障。

接下来，城厢镇还将全力筹备两
万平方米绣川南里、北里商业休闲餐
饮特色街首运营，通过文商旅新业态
强势植入，居民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
升改善。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胡晴琴
城厢镇供图

规范后的摊位。

党员干部和群众志愿者集结开展环境整治。

打造川西水乡微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