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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有‘临时儿女’照顾，真
是帮了大忙……”10月27日中午，成都
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居民王元
（化名）又喝上了刚煲好的营养汤。今
年9月，80多岁的王元因为做完腰椎手
术不久生活不能自理，而他的老伴正
生病住院，社区联系到他们的侄女帮
忙照顾住院者，王元只好独自留在家
中。吉福社区楼栋长张静知道这事后
主动对接，帮忙照顾王元。

“我一个老头，你来不方便的呀！”王
元不好意思地回复张静。“没啥不方便的，
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呗，况且你比
我父亲还年长。你如果觉得不好意思，我
爱人也可以帮助你的。我们能为你做菜，
既干净又营养。”张静热情地说道。

就这样，楼栋长张静夫妇开始了
十几天的“临时儿女”工作。帮老人擦
洗身体，帮助他买菜煲汤。“小张那十
几天把王老照顾得非常周到，解了老
人家的急。为了帮老人节约菜钱，张
静经常都到三环路外去买食材。这是
我们社区在实施微网工作中，运用实
格治理机制破解邻里关系从空间的

‘门对门’到生活中的‘面对面’的最好
案例。”吉福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社区像张静这样的楼栋长还有不

街道、社区、电梯筹备小组多次组织住户开坝坝会，收集各方意见与建议

小区加装电梯 居民幸福感“一键直升”
“上楼回家不到30秒！以往

回家爬楼梯至少要5分钟。”11月

4日上午，家住成都青羊区多子巷

33号雅馨苑1栋的李京枝第一次

乘坐电梯到达8楼家中。当天，雅

馨苑首部加装电梯竣工并投入使

用。作为小区许多居民多年来的

殷切期盼，雅馨苑是如何让加装电

梯变为现实的呢？

记者了解到，雅馨苑建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作为居民老龄化程度较为
突出的小区，单元楼内的许多居民都
有加装电梯的需求，犹其是住在7、8楼
的高龄老人都期盼着早日加装电梯。
早在2019年，因为出行不便，家住1栋
1单元7楼的翁婆婆就跟几位老邻居一
直谈论着加装电梯的事。

“1栋1、2单元共有48户居民，加装
电梯居民均摊成本较低，再加上政府有
补助资金，所以一开始，难住我们的不
是资金问题。”提起电梯筹备过程中的
故事，筹备小组的居民陈旭告诉记者，

“难的是协调单元楼内居民们的意见。”
“装上电梯会不会影响采光？”“有

没有安全隐患？”“加装电梯的费用应
该如何分摊？”“加装电梯期间会不会
影响正常出行？”……协调会上，问题
一个接一个地抛了出来。对此，街道、

社区、电梯筹备小组多次组织住户们
召开坝坝会，听取收集各方意见与建
议。

“加装电梯会影响一楼、二楼的
采光。确实不是我们不想让大家加
装电梯，但是具体的问题摆在那里，
我们也很难办呀。”低楼层住户这样
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对此，其他楼层
的住户表示理解……

2021年1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
进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工作的实
施意见》，明确“申请既有住宅自主增
设电梯，应当经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

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
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利害关系人
公示期间对增设电梯方案无实名制
书面反对意见。”

《实施意见》发布后，其他楼层住
户向低楼层住户介绍了成都市关于
加装电梯的政策实施意见——“经社
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调解后仍未
达成一致意见的，申请增设电梯的业
主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社区居委会应
对该单元增设电梯项目予以盖章确

认：第一种情况，有一名以上（含一名，
下同）经专业机构评估认定为失能的
人员；第二种情况，有两名以上年满七
十周岁或一名以上年满八十周岁的老
年人；第三种情况，有一名以上视力残
疾或肢体残疾达到三级以上的残疾
人。”正巧，单元楼有一名业主符合优
抚条款的规定，并且社区居委会对此
予以了确认。

2021 年 6 月 1 日，雅馨苑 1 栋 1、2
单元的房屋业主们参与了就加装电梯
进行的表决，表决结果符合成都市的
文件要求。今年4月19日，1、2单元共
用的加装电梯项目正式动工。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老旧小区的
雅馨苑，小区进出过道狭窄，给加装电
梯增加了不少难度。对此，施工方多
次进行了现场勘察。“这是我们首部进
入‘筒子楼’安装的电梯。”施工方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我们首先通过人力将
所需要的材料按批次运进小区，随后
启用‘卷帘机’，按步骤拼接组装，解决
了‘筒子楼’电梯进楼难的问题。”

“感谢街道、社区和施工方在加装
电梯上所做出的努力。”11月4日，89岁
的翁婆婆作为首位乘坐电梯的居民代
表，于当天早晨办理了出院手续，她
说：“我一定要亲眼见证电梯正式开始
运行的这一刻。”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程玥
实习生 陈健威 摄影 李国东

八旬老人术后独自留在家中
楼栋长夫妇变“临时儿女”

打造“安全治理共同体”

社区举办沉浸式安全应急训练

“这种沉浸式的安全应急训练
太有用了，以后遇到突发事件，知道
如何自救互救了！”11 月 9 日是全国
消防日，11 月 4 日，成都市锦江区锦
华路街道皇经社区在“成都市即刻
反应应急安全体验基地”，举办了

“安全时时记·平安伴我行”安全应
急知识学习训练活动。辖区重点单
位和物业的消防员、居民代表、社区
志愿者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共 80 人
参与活动。

活动以现场宣教和互动体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救援队的老师生动细
致地讲解了现场急救、自救互救等基
础知识，包括应急救护理论，如心肺复
苏、气道异物梗阻救护、止血包扎等知
识，以及消防安全如高层楼宇缓降、火
灾现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绳结训练等
知识。此外，大家还在现场参与了消
防安全、防灾减灾、交通安全、居家安
全等实景训练。

皇经社区党委书记马皎表示，
“以后我们还将培育社区安全文化，
进一步提高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消
防技能，营造平安、和谐的生活环
境，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同时打造邻
里守望、互相扶持的社区安全治理
共同体。”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冯浕

少，他们服务居民既热心又细心。
在疫情严重时居民原则居家不

外出，吉福社区很多党员、居民骨干、
楼栋长争相报名当志愿者。“那时，居
民们在网上买菜，过来送菜的人送不
到位，也忙不过来。我们的志愿者自
发地去帮助大家分发菜品。”社区工
作人员巫四司说。

记者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有
一居民家附近出现了老鼠。年轻的
小姑娘怕得不行，说是解决不了老鼠
问题就只有冲出小区，不敢在屋里
呆。楼栋长知道这事后，立马赶过去

用老鼠药加上物理捕鼠的方法将小
姑娘家附近的老鼠问题给解决了。

从疫情防控到安全排查、从日常
生活到安全保障……吉福社区运用

“微网实格”治理的运行保障机制，促
进多元参与、共建共享，加强对基层
网格的赋能和支持。网格员、楼栋长
深入到社区的“毛细血管”，他们的加
入让小区治理越来越精细化、服务越
来越人性化。行动快、情况熟、信息
准，是他们最亮眼的“标识”。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沈悦
实习生 邓诗琪 受访方供图

电梯开通，居民点赞。

吉福社区楼栋长张静在为老人做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