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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暑假，孩子去哪儿这样的问
题就会困扰诸多家长。近日，成都温
江区天府街道各大社区纷纷启动暑期
公益课堂，舞蹈、绘画、手工、主持等丰
富的课程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捧。

“以前每到假期就很头痛，不知道
怎么安排孩子，现在好了，社区开设的
暑期班课程很丰富，我们也就放心了。”
家住天府街道学府社区的寥女士是两

街道推进精细治理 为幸福生活加码
把废弃的荒草地改造成四时田

园，既美化了环境又传承了农耕文化，
还为社区小朋友打造了一片成长的乐
土；把“微公园”和“老茶馆”进行有机
组合，让令人诟病的“麻将一条街”蝶
变为社区居民的休闲“美空间”和饭后

“议事厅”；以老旧院落改造为契机，推
动“幸福红石里”建设，打造幸福美好
生活示范社区……

今年以来，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
道党工委以建设“宜居宜业宜人幸福
五津”为目标定位，聚焦“三个做优做
强”，整体谋划、全域推进、精细治理，
初步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
社会有认同，让幸福美好公园社区在
五津街道落地生根。

探索协商议事模式
推动小区实现自治

7 月初，新津区举行了“镇街书记
走社区、社区书记说社区”活动第二季
度现场推进会，与会人员走进五津街
道古家社区实地了解社区发展治理推
进情况，并对古家社区在推动小区自
治、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等方面
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古家社区龙王渡二期小区是新津
区体量最大的电梯房乡村集中居住
区，住户来自于全区多个不同的乡镇，

居民相互之间不认识、不熟悉，时常
出现沟通不畅、信息传达不及时等
问题，居民群众缺乏归属感。近年
来，社区党总支聚焦小区主体多元、
商居混住、资源零散等特点，探索

“3444”基层民主协商模式，推动居
民参与自治，同时通过增添人脸识
别、智慧停车、集成大屏等设施，实
现小区品质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
福感不断攀升。

加快老旧院落改造
提升公园社区品质

今年2月初，《成都市城镇老旧
院落改造“十四五”实施方案》出
台。根据该方案，成都今年将完成
老旧院落改造 601 个、涉及居民 7.2
万户。其中，五津街道红石片区的
老旧院落便在改造范围之内。对
此，五津街道党工委谋定后动，以

“幸福红石里”为主题，对红石片区进
行整体规划、连片打造，着力营造幸福
美好生活示范社区。目前，片区改造
临时党组织和自改委已成立，群众意
愿收集和相关摸底工作也已完成，项
目已经进入深化设计阶段。“居民参
与、群众作主是我们在改造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原则，红石片区完成改造后
将有效促进城市界面提质。”五津街道
党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红石社区毗邻新津城区最
大的湿地公园——红石公园，可谓名
副其实的公园社区。为进一步提升社
区品质，五津街道对片区负面业态实
施调整，通过引入具有特色的消费产
业，盘活闲置铺面资源，提升社区商业
活力，加快构建“15分钟生活圈”，让群
众生活更加便捷。

此外，五津街道通过打造微公园、
微绿地、社区美空间，推动城市有机更
新；因地制宜实施林盘改造，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以全域推进分类治理的方
式，让变化可感可及……五津街道党
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街道党
工委将以“登高望远”的眼界，“闻达四
方”的周到和“心系民生”的情怀，持续
做好高品质宜居公园社区建设，用更
加精细化、精准化的治理，为人民群众
的幸福美好生活加码。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杨铠 街道供图

“松枝轻拂大树叶，泥土辅助我们
成长，让青春飞扬在应龙，爱心散落在
春风……”7月10日，在成都高新区中
和街道应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8组亲
子家庭、数十位大学生志愿者与南街
乐团的专业音乐创作者协同完成了以

“奉献”为主题的《青春应龙》社区歌曲
创作，现场同时成立了应龙社区的唱
作社群“龙乐团”。

当天，在乐团专业老师带领下，
大家从节奏游戏入手，以跺脚、拍脑
袋、拍桌子等方式作为“打击乐器”，
提升音乐感知力。“传说应龙被派治
水，尾巴扫过这里形成了应龙湾，应
龙湾的居民最早也是被派来这里保
护一方水土的，这是奉献精神的体
现。”带女儿来参与活动的热心居民

社区成立唱作社群 自创歌曲同唱一首歌

杨老师进行了现场分享。经过讨
论，大家最终选取了“奉献”作为此

次创作的主题。
基于这个关键词，参与者们结

合社区文化特色进行充分联想，建立
创作词库，通过对韵律、节奏知识的简
单学习，参与者被分成两组，认领了主
歌和副歌的创作任务，经过热烈讨论、
整合和反复调整，最终创作出了完整
的歌词。乐队老师再根据所写歌词的
氛围和质感，确定了曲风和旋律。随
后，“龙乐团”开始了认真排练。经过
多次练习和对吟唱过程中的校正、调
整，终于形成了动听的民谣《青春应
龙》。

“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写歌，太神奇
了！”参与者们纷纷表示意犹未尽，一
位居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邻居参与
进来，“大家一起来创作更多适合传唱
的社区歌曲。”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冯浕 社区供图

让孩子在家门口“充电”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受热捧
个孩子的妈妈，今年是她第二年在社
区报名假期学校。寥女士夫妻俩平
日工作较忙，假期照顾孩子的时间很
少，但将孩子送到外面的培训机构去
又不放心，社区公益暑期班的开办解
了寥女士的燃眉之急。据悉，今年学
府社区“火红七月·书香为伴”为主题
的暑假班为期一个月，有100余名青
少年报名参加。

与寥女士的忧虑有所不同的
是，家住天府街道笼堰社区的张先
生一直想提高儿子的身体素质，“儿
子上小学二年级，不爱运动，我们就
想让他多参加一些体育培训。”正
好，笼堰社区整合辖区有效资源，搭
建社企合作平台，引入专业培训机
构，在今年暑假开设了“拾元”课堂
——暑期篮球指导培训课程。“得知

社区开设篮球课后，我第一时间就给
儿子报了名，这个暑假我也会监督他
好好锻炼。”张先生开心地说道。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天府街道在
暑期公益培训上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方法。“社企联动，校地企共建，引入
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是我们暑期
班越办越好的‘法宝’。”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院落改造后的居民休闲亭。

众人热烈讨论歌曲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