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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问需于民解难题
聚力打造“善耕园”

当天，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锦城
尚苑小区是一个保障型住房小区，小
区租户流动性较强、低收入困难群众
相对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区内

“邻里交流少，认同感低；运动设施少，
活动率低；基础配套少，生活质量低；
环境美感少，舒适感低”等问题逐渐凸
显出来。

“特别是小区后面一条200余米的
走廊，一直是居民关注和反映的重点，
我们也经常接到小区居民的相关投
诉。”棬子树社区党委副书记石英告诉
记者，过去这里因地下渗水问题，不断
有污水渗出，导致地面污水横流、恶气
熏天。同时，600余辆非机动车摆满了
整个走廊区域，居民晾晒的衣物也杂
乱无章地挂在走廊上，居民的宠物狗
随意地在此便溺，这些都造成走廊整
体环境脏乱差。

对此，棬子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
引领、需求导向，针对这个居民关注的

“问题长廊”进行了打造。从2022年5
月开始，社区首先通过发动“微网实
格”的力量，以入户走访的形式收集居
民的诉求与建议。同时，社区联合小
区物业搭建网格意见收集、会议商议
等多种商议平台10余个，组织召开“吐
槽会、商议会、坝坝会”近10次。在此
期间，社区共收集文明养犬、晾衣需
求、车辆停放、污水治理、环境改善、运
动器材增加等需求近20条，并对标收
集的问题，分类梳理、健全“民事诉求
台账”。

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造项目的落
地，棬子树社区还链接了区科协 1 家
企事业单位与 1 家社会企业的资源，
共同在小区进行深入调研、予以相关
资金支持。同时，在基于走廊空间改
造的可行性以及满足居民诉求的前提

“问题长廊”打造为“善耕园”，居民踊跃认领“小菜园”

小区华丽转身“田园生活”喜变现实

下，一致决定将其打造成具有社区
“和善家”品牌文化的“善耕园”，并
设置“农耕区”“共享晾衣区”“观赏
区”“棋牌区”“侍宠区”等 8 个功能
空间，一一回应了小区居民的主要
诉求。

B
居民化身“都市农夫”
共建邻里“和善”家园

如今，记者走在这条长廊上，曾
经脏乱差的场景已换了新颜。过去
杂乱停放的非机动车区域变成了
150个依次排开的阶梯架，上面摆放
着由白色长筒做成的种植器皿，里面
种满了各类绿色蔬菜，给萧索的冬季
增添了几分生机。

“这是我种的莴笋，还有小葱、韭
菜，有些种子还是邻里送的……”小
区居民李菊花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工
作人员说可以认领“小菜园”后，她第
一时间就在物业那边报了名。现在，

她每天都要来这里转一转，看着“小
菜园”里长势喜人的蔬菜，十分享受
开花、结果和收获的过程。“我本身就
有种菜的爱好，小区邻居们一起在这
儿弄弄菜、聊聊天，心情就更好了！”

“目前，长廊内的所有种植器皿
已全部被居民认领。社区专门成立
了一个‘锦城尚苑共享菜园’的微信
交流群，并牵头培育一支自组织队
伍对菜园进行管理，现已发动了近
100个家庭参与。”石英表示，居民每
天都会在群里分享种菜的情况，也
会传授一些相关的种菜经验。后
期，社区会联系农科院的专家定期

到小区举办科普讲座，手把手地教

居民如何护菜捉虫、如何松土施肥

等专业知识。

对于居民所种植蔬菜的最终去

向，记者了解到，除了居民自留一部

分外，另外一部分则由院落骨干和网

格员上门送给高龄独居老人和困难

家庭，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新鲜

蔬菜。

随着“善耕园”的人气越来越旺，

也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交往和融洽邻里
关系的场所。“不止是‘农耕区’让我们
觉得耳目一新，走廊周围还设置有可
观赏花草、晾晒衣物、喝茶聊天等多个
区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小区环境的
变化，为社区和物业的工作点赞。”小
区居民刘平开心地说道。

“今年，小区还会开展“环保增量、
农耕回忆、种植评美”等居民自治活
动，利用这些新打造的空间开展丰富
多样的活动，拉进邻里关系、共建‘和
善’家园。”石英表示，棬子树社区党委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继
续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以群众房前
屋后环境整治为切入点，不断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培育和激发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的活力，真正实现“小切口”推
动“大变化”。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一长列白色的种植器皿整齐

排开，里面种植的小葱、香菜、韭菜、

莴笋等多种作物生机勃勃，居民在

旁边或浇水、松土或采摘、品尝……

这样的场景并不是出现在哪个农家

小院里，而是在成都锦江区柳江街

道棬子树社区锦城尚苑小区的“善

耕园”内。

“你看这两个器皿里都是我种

的菜，我还专门跑到簇桥街道那边

买的种子。这个小菜园设计得非常

好，每天下午我都会来这里看看谁

家的菜长得好，这也让我认识了许

多新朋友。”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

锦城尚苑小区后，正在小菜园里浇

水的居民候庆蓉高兴地介绍道。

小区长廊的白色长筒内种植了蔬菜。

居民打理“小菜园”。

长廊区域在治理打造前污水横流。

长廊周围开辟了小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