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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新篇章

擦亮幸福底色

书写“金”彩画卷

于贴心处落地，于细微处
着眼。金牛区将加快打造天
府成都北城新中心，以敢为人
先的担当气魄、激情燃烧的竞
进姿态“争一流、争第一、争唯
一”，用一桩桩民生实事，给群
众带来可感可及的幸福美好
生活体验，高标准、高质量、高
品质展现金牛区社区发展治
理工作的“金”彩画卷。

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晴琴

重塑社区格局 让城市“逆生长”

夏日傍晚时分，漫步在
金牛区银桂名居小区，只见
老人们靠坐在楼下乘凉椅上
摇着蒲扇，三五孩童在园中
追逐嬉戏，小区内干净整洁，
邻 里 间 相 互 走 动 ，闲 话 家
常。很难想象这里一年前还
是庭院破旧不堪，墙面千疮
百孔，居民矛盾不断的“问题
小区”。

金牛区以清单化、项目化
推动示范建设为导向，完善区
领导、区级部门对口联系工作

体系，“一对一”陪伴式指导47
个市级示范社区、43个市级示
范小区创建工作，通过举办
竞进拉练，促进各点位建设
互学互鉴，建设高品质宜居
社区。

同时，以片区深化推进集
成显效，高水平推动天府艺术
公园未来公园社区建设，集成
推进党群服务中心、示范小
区、特色街区、示范片区四维
一体打造，串联金牛宾馆、易
园、文博坊等重要点位，“跃进

新时代·公园社区幸福里”
3.96 平方公里公园社区面貌
焕然一新。金牛区坚持“高标
准做优空间设计、高品质做细
服务功能、高质量做活运营管
理”，累计提档升级曹家巷等
54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呈现
出一批广受居民好评的“明星
社区”。“现全区党群服务中心
平均面积由提升前不足 600
平 米 达 到 提 升 后 超 900 平
米。”金牛区委社治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社区是城市的

基本单元、市民的生

活家园、社会的神经

末梢，与居民幸福感

息息相关。近年来，

金牛区以大力推进

“塑美优社”“强基善

治”“创新提能”“多

元共建”四大提升工

程为核心，推动金牛

区城市形态、环境品

质和治理水平进一

步跃升。宜居、宜

业、宜游的金牛以崭

新的面貌向上生长，

为提升居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筑梦

前行。

在城隍庙社区成华巷口，
张贴着一张崭新亮眼的公示
牌，明晰了“巷长+微网格”的
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商户也
承担起责任——社区食堂负
责巷子花草绿植维护，家电维
修店负责巷子线路安全巡查
维护......利用社区民警、社区
律师、家庭医生、网格员、保洁
员、巡视员等多元力量常态化
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建成一
个新的“便民服务圈”。

据了解，辖区的微网格员
通过院落自组织收集居民诉
求、疏导居民情绪，协助社区
盘活小区资源、针对性开展活
动、实施治理微项目，让社区
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更
强，并且对民情民意掌握更加
精准。

“‘微网实格’是对治理体
系的一次系统重塑，将更多的
资源、服务和管理下沉到社
区。”区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
说。金牛区打通联系群众的
最后100米，实现“网格管理”
向“网格治理”转变。

改“硬件”提“软件”美好生活推门可见

从细微处着手 让幸福“味更浓”

从微小处提升城市品质，
以主题社区凸显人文底蕴。
金牛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传统非遗”“茶文化”等10余
类文化品牌，高品质呈现“再
书房”“三江博物馆”等社区微
更新项目25个。同时，在花照
壁等3个社区试点全市首批智

慧社区，打造智慧养老、公共
空间预约等“6+1+N”特色场
景；借助金泉运动公园和两河
森林公园区域优势，打造“公
园淳风桥·运动善为先”运动
健康社区；在黄忠社区试点全
市首批近零碳社区创建，案例
经验入选国家住建部《绿色繁

荣社区建设指南之中国专
篇》。

金牛区从“细”处入手，从
“实”处出发。立足民生实际，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微更新补
齐短板，让空间布局更优化、
城市功能更完善，居民生活品
质不断提升。

以美育人育心 为空间注入“灵魂”

白头鹎、珠颈斑鸠、红头
长尾山雀……走进九里自然
体验馆，每个角落都被精心布
置，让孩子们在这里体验自然
之美，享受科学之乐。金牛区
以“文化铸魂”在各个社区打
造了各具亮点、不同功能的美

育空间。
特别是西安路街道创新

打造的红色主题沉浸式教育
实训基地——“星火”党性淬
炼新空间，《微光》成为全国首
个在党群服务中心落地的红
色主题沉浸式戏剧。街道以

戏剧艺术为脉，文创特色加持
的“党建教育+沉浸式文化体
验”新模式，不仅塑造了娱民、
育民、惠民的社区文化品牌，
还通过“一区多用”的共建共
享党群阵地为居民提供了可
感可触可体悟的实景体验。

织好“微网”做“实”服务

成都沙河源公园。

金牛区实施“同心致美·
全龄美育”社区美育实践行动
以来，研究制定《社区美育实
践中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发布了《首批社区美育服务地
图》，呈现“陶里陶艺文创体验
中心”“孟德芝大师工作室”等
示范项目 13 个，使社区公共
空间载体实现从“空间美”“视
觉美”向居民“心灵美”“精神
美”迭代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