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这里是纯粹的农村，而

如今，这里变成了温江遥望雪山最

美的地方。”说起綦临社区，身为社

区书记的黄远总会充满自豪地对

旁人如此介绍。乡村社区常因配

套不足、发展滞后而成为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的薄弱领域，如何充分发

挥乡村自然资源优势，以乡村振兴

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成都温

江区和盛镇綦临社区通过构建“三

个生态圈”，一幅村美人和的美好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一呼即应
构建乡村诉求响应生态圈

和盛镇綦临社区由原綦江社区和
临江村合并而成，常住人口三千余
人。如何让乡村社区快速发展，积极
回应居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诉求，这
成为綦临社区成立之初的首要目标。
为此，社区用踏石留印的标准推进项
目招引、经济建设，用脱鞋下田的态度
走进群众、共谋思路。在民生诉求响
应处置上，建立诉求收集、响应、问效
三大机制，实现“一呼即应”。

居民诉求在哪里，社区的发展方
向就在哪里！为了找准綦临社区居民
的诉求点，社区建立了线上线下结合
式诉求收集机制。一方面运用微信
群、QQ 群等方式让线上诉求通道畅
通，另一方面利用42个议事代表包户
机制，结合主题党日、社区活动、各类
会议等活动，实现线下诉求收集全覆
盖。居民诉求收集后，綦临社区又采
取“四包”响应机制，建立社区“两委”
包组、网格员包网格、小组长包院落、
议事会代表包户的“四包”机制，定期
分析、分类梳理、压实责任。近年来，
通过诉求收集完成了“抗美援朝老兵
爱心出行便道”“菜根谭文化院落打
造”“青少年心理辅导”“社区活动中心
空间改造”等11个诉求响应项目，受到
居民们的认可点赞。

变图成景
构建乡村宜居环境生态圈

碧波荡漾的鲁家滩湿地公园，被
温江人亲切地称为“鲁尔代夫”，是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而昔日的鲁家
滩却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水凼
凼”。2016 年，鲁家滩整治拉开序幕，
2018 年，鲁家滩环湖绿道和北林环线
先后建成开放，以鲁家滩为起点建设
的65公里北林绿道环线，带动起温江
北部金马河沿岸闭塞的乡村，构建起
北部乡村完整的交通体系，也拉开了
綦临社区蝶变的序幕。

近年来，綦临社区通过梳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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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走访：温江区和盛镇綦临社区

构建“三个生态圈”提升居民幸福感

资源清单，勾勒“社区蓝图”、建设
“社区公园”、落地“生活场景”、美化
“居住空间”，实现了社区人居环境
的提升，构建出具有綦临特色的乡
村宜居环境生态圈。社区科学编制

“一环四片十二境”社区发展治理规
划蓝图，构画出以鲁家滩观澜堂、花
仙境为中心的社区文旅生活场景。
同时，整合区级下沉资金、镇级补贴
资金和社会参与资金，实施建设社

区芳香舞台、社区游园湿地广场、共享
厨房共享淋浴房等社区新生活场景。
綦临社区也先后获评四川省“四好
村”、成都市平安示范村、成都市“三美
村”等荣誉称号。

聚花为金
构建乡村创新创业生态圈

“我干花木主播有一年多时间了，
现在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去年靠直播
这份工作收入达到了十多万元。”90后
的田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綦临人，也是温
江区花仙境村播学院培养的第一批直播
销售员之一。“一方面直播销售员可以将
温江的花木产品通过线上渠道推销出
去，另一方面也能宣传自己的家乡，我很
喜欢现在的工作。”田先生说道。

依托良好的花木产业资源，和盛
镇綦临社区“聚花为金”，构建乡村创
新创业生态圈。集主播孵化、国际花
木新品展示、文创主题花园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网红园区花仙境成为温江原
创、国内首创的花木数字产业示范基
地，而借势花仙境社区导游实训中心

的落成，綦临社区累计培训村播学员

和社区导游800多名，引导100多户花

农转型，30多名居民实现就近就业，60

余户农户花木实现直播销售。2021

年，仙境花园自然营地也建成并对外
开放，从此，綦临社区又多了一处成都
人近郊游的打卡地。

在创新花木销售模式上，和盛镇
綦临社区实施“和盛社区号”移动花车
项目，建立社企利益链接机制，打造

“社区移动零售”新场景。此外，通过
土地整理，引入花木产业链上相关企
业11家，预计提供近百个社区就业创
业岗位。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社区供图

和盛镇綦临社区一隅。

綦临社区仙境花园自然营地。

社区实施“移动花车”项目帮助村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