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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培训表彰专职网格员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质效

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沈悦）6 月 9
日下午，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专
职网格员工作培训会暨星级网格员表
彰大会举行。

会议第一部分是进行专职网格员
培训，进一步提高专职网格员发现、搜
集、上报问题隐患、采集基础信息，特殊
人群走访服务，排查劝调矛盾纠纷等能
力。第二部分是表彰2023年第一季度
星级网格员，激励他们在网格化服务管
理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次会议有助于提高社区网
格化管理，让网格员们更好地发挥作
用，为社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景顺长城基金

举行20周年多资产策略会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在新
形势下做好资产配置，把握投资机遇，
考验着投资机构的综合投资能力，也
是投资者们关注的焦点。

6月13日，向上的力量·景顺长城
基金20周年多资产策略会在多个平台
播出。策略会分为8个分论坛，景顺长
城股票、固收、量化、指数、资产配置五
个团队基金经理代表就经济及消费复
苏、科技兴国投资主线等话题展开专
场策略分享。刘彦春等知名基金经理
分享对市场的最新看法。

联手打造“清河记忆”居民幸福感升级

联手打造“清河记忆”

居民吃喝玩乐有去处

“看我将你一军，你趁早认输算
了。”家住中海右岸小区的刘军对自己
的棋搭子得意地说道。在没有“清河
记忆”之前，刘军要跑到火车南站那边
去下棋，一来一返要花上1个多小时。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清河记忆”
的棋牌租借均为免费，并配有饮水
设备。端上茶杯，兑上一点茶叶，
刘军和他的棋搭子们就可以耍上
一下午。

和刘军一样免去车马劳顿的，
还有附近的家长们。“周边没什么
适合儿童耍的，以前只能把娃儿弄
到欢乐田园去。”自从有了儿童乐
园，孙永芳和她的邻居们“溜娃”有
了好去处。

“社区真为我们着想，这个地
方太巴适了。”孙永芳说。

据了解，清河社区常住人口约6
万人，为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社区党委班子和第三方在清河
记忆广场联手打造了篮球运动场、
儿童乐园、关爱老人中心以及美食
广场。“只要居民满意，我们的付出
就值得。”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联动商业和公服设施

凝聚社商共建合力

进入美食广场大门，沿途开办
着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撩人的香味
不断飘出，各色美食也让游客们挑
花了眼。“杨胖子烧烤”的老板杨
勇，于2021年12月8日入驻美食广
场，是最早进入这里的商家之一。

“我以前在一个小广场做游商，那
个地方太小了，生意很难做得开。”据
杨勇回忆，那时的小商小贩非常多，加
上道路狭窄，占道经营是常有的事。

为积极支持“外摆经济”与“夜经
济”，改善市容市貌，有效遏制商家餐车
乱摆乱放问题，清河社区特意在清河记
忆广场内增设了美食广场。“为保护环
境，商家经营所产生的所有废水，必须
通过专业的净化处理，重油重烟的商家
必须达到排放标准，不然就不允许开
业。”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与此同时，为保证食品安全，清河
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与第三
方联手打造了市场办，每天都有专人
检查肉类的检疫报告、果蔬类的进货
渠道等。“社区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有啥问题直接跟他们说，比如遇到跳
闸断电，我们反映后基本上能在10分
钟内得到解决。”杨勇说道。

“社区商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党建
引领下如何贯通商业运营和社区治
理，凝聚社区商业共建合力，清河社区
无疑给出了一个答案。”成都善可为社
会组织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林认为，“清
河记忆”不仅联动商业设施和公服设
施，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同时兼顾
商业业态和居民需求，丰富社区商业
体验功能，既是社区商业，也是社区公
益，让辖区群众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程玥
实习生 杨鑫 受访者供图

赋能隔代教育 构建家校社共育体

“谁能想到在家门口

就能吃到淄博的烧烤。”6

月 13 日，居民刘正和一帮

朋友约在成都市双流区怡

心街道清河社区的“清河

记忆”美食广场吃烧烤。

清河记忆美食广场的所在

地，原本是社区的一块闲

置地块。2021 年，为响应

国家号召，支持“外摆经

济”及“夜经济”，社区以党

建引领为抓手，引入第三

方资金，陆续吸引 100 余

个商家进场经营，目前日

常人流量达到了 5000 人

左右。

资讯

社区隔代家庭教育课。

美食广场的餐饮店人气旺盛。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是
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场所。6月10日，由
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主办、柳
江街道棬子树社区执行的社区隔代家
庭教育课堂在社区一楼会议室举行，
吸引了近40名辖区家长参加。

活动中，指导老师从家庭教育的
底层关系以及周围人的经历入手，用
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分析了隔代教
育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邀请
观众现场演出情景剧，让大家从不同
的角度切实感受到孩子在祖、父两代
不同教育理念中的矛盾。

课堂上，一位参与活动的奶奶在
参加完情景体验后，眼里泛出点点泪
光，她明白自己在养育孙女的过程中，
存在很多方法不得当的地方；一位妈
妈课后表示，如果能早点参加社区教
育活动，学到正确的家庭教育手法，自
己青春期的孩子就不会这样的迷茫和
无助，感觉自己亏欠孩子太多；还有一
位妈妈更是表示要长期加入到课程学
习中来。

记者了解到，这次课堂是棬子树社
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家校社联动”微
网实格专项行动的一部分。针对辖区
儿童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隔代教育”

“亲子关系差”“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等
家庭教育现状，近年来，棬子树社区做
深、做细、做实儿童心理健康工作，逐步
构建起“家校社”协同发展体系，帮助家

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和水平。
“如今，每周六成为社区家庭

教育公益日。目前，社区已经开设
家庭教育主题课堂 15 次。课程主
要围绕‘亲子沟通’‘青春期教育’

‘如何陪伴孩子’等课题，赋能家长
成长，促进亲子关系，改善儿童心
理健康。参与家庭也从最初的 10
余组发展到了200余组。”棬子树社
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

除了固定的父母公益课堂外，
棬子树社区还以隔代教育老年坝
坝会为切入口，打破规矩课堂化、

传统授课式的模式，深入辖区院
落、广场老年人溜娃的聚集地，以
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摆龙门阵”互
动交流方式，让老年人走进家庭教
育课堂。并且，在锦江区社区教育
学院的支持下，社区成立了“友邻
教师工作坊”，在家门口搭建“孩子
烦恼有处可诉”“家长困惑有人可
听”“家庭困扰有法可解”的沟通交
流平台，让社区成为家长和孩子

“可去可诉可询”的微阵地。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高昊焜

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