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学雷 版式张进

16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华西社区报公

城
市

园

善
治
之
路

龙 泉 驿 区 委 社 治 委

畅想新篇章

近谋赛事举办远谋城市发展

放眼未来，龙泉驿区近谋
赛事举办、远谋城市发展，将
实现基层治理机制进一步完
善，高品质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更加
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
一步构建，为建设更加美丽、
更具活力的现代化龙泉驿夯
实底部支撑。

华西社区报记者沈悦

厚植民生福祉

龙泉驿区厚植民生福祉，
围绕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资源
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实施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重点项
目。在全力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幸福工程中，多次发布幸
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投资
机会清单，释放百亿元资金
需求，建立健全观察员“观察
—问效—考核”机制，带动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和市民深度

互动。
龙泉驿区聚焦小区治理，

深耕治理根基。创新“以社托
管”物业管理模式，撬动居民自
治“大融合”“宁江夜话”“社区
故事荟”“全民街长”“爱心银
行”等治理品牌项目。推广“五
步工作法”，因地制宜探索形成
怡和新城小区“七微”治理、洛
带镇老旧院落区域化治理、洪
安镇农村散居“院落管家”等一

线工作法，推动社区治理的制
度化体系不断完善。

此外，试点龙泉街道书
南、大面师大、十陵宁江等智
慧社区和多个智慧小区建
设，探索同安紫竹苑、洛带菱
角堰等以信托制物业服务为
重点的信义治理模式，将党
建引领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
程、拓展到各领域、延伸到微
单元。

当好大运东道

主，争做最美龙泉人

……作为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主场馆所在地的

成都市龙泉驿区乘

大运之势、促城市之

变——开创了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中的

“龙泉模式”。

一部城市发展

的进步史，就是一部

城 市 治 理 的 奋 斗

史。2017 年 10 月

龙泉驿区开始对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工

作谋篇部局，这是时

代的课题和历史的

使命。当成都“东

进”的脚步遇上大运

会的“东风”，龙泉驿

区站在时代风口审

时度势，着眼于“办

赛、营城、兴业、惠

民”，全面提升城市

现代治理能力和市

民生活品质。

乘大运之势龙泉“解锁”办赛营城密码

在“兴业态”，做强社区产
业场景中，强化生活和消费场
景叠加，举办社区商业供需对
接暨机会清单线上发布会，以
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为突
破，完成多个社区叠加互联
网便民服务，以优质高效便

捷的社区公共便民服务助力
产业发展，创新创意、宜业宜
居的社区产业场景不断涌现。

在构建公园社区场景中，
以品质提升、功能再造为核心，
推动社区公共空间改造、特色
街区建设、“两拆一增”、小游

园、微绿地建设、“社区微更新”
等工作。打造星光绿道、锦麟
公园绿道等“上班的路”。打造
五星乡愁馆、大面铺子文创聚
落等一批社区美空间。塑造公
园社区生态特质，营造舒适、热
烈的大运氛围。

营造大运氛围

龙泉驿区在全市首创区
镇村三级《党建引领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指导指标体系》，分
层分类制定167项指标任务，
荣获全国2019民生示范工程
第四名、2019年全国社区发展
治理最佳案例奖，并作为区县
样本在全市推广。全区健全配
套政策，持续深化完善“1+6+
N”制度体系，出台街道职能转
变、社区总体营造等配套文件，

细化社区保障激励资金、社区
自组织培育等操作性文件，推
动自上而下精准发力。

发挥社区党组织动员和
整合资源作用，构建以基层党
组织为核心、自治为基础、法
治为根本、德治为支撑的“一
核三治、共建共治共享”新型
基层治理机制，探索区域化党
建新模式，联合大运办、华润
集团等20余家党政企大运会

参建单位，成立成都市首个大
运先锋“党建联盟”，推动机关
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与社
区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资源
共享。

多年的谋划与推动，在一
系列关键领域各个击破，城市
有感发展——

针对“产强城弱”，全面提
升社区功能品质和服务实
效。紧贴居民需求，构建“龙

共建共治共享

泉人家”社区综合体、打造大
面街道龙华社区共享集市、洛
带镇宝胜村“客家记忆·农耕
田园”等社区商业示范性消费
新场景、特色商业街区，以及
大面五星智慧、龙泉公园路健
康运动等主题社区，建成社区
级生态绿道，新打造社区美空
间、社区花园多个。

着眼以事聚人、聚人成
事，龙泉驿区把各方力量动
员起来、组织起来、参与进
来。设立区镇两级社区发展
治理支持中心，实施驻区单
位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建共
享双向考核，建立“三送三访
三促”服务机制，搭建“尚学
龙泉·社区夜话”“邻里故事
荟”等群众参与平台，建立社
区微基金，激发社会多元主
体参与活力。

龙泉市民围绕大运会主场馆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