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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
产城融合三大转变夯实公园城市底色

“社区空间建造”向“社区场景营造”转变

“漫生活服务馆”丰富多元化生活

亲子阅读、儿童教育、便民
政务、生活家政服务……在中海
社区的“漫生活服务馆”，社区“妈
妈团”成员园园以“轮岗”的形式
参与服务，解决了灵活就业问
题，“不仅能带好孩子，还为自己
打开了一扇就业大门。”

据介绍，“漫生活服务馆”遵

循刚需生活、品质生活、智慧生
活、多元生活的服务理念，利用
数据库收集并覆盖社区居民需
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下服务响
应和线上延展服务，多元化、便
捷化地满足居民需求。

立足国际化社区的定位，
通过非遗文化茶道赏析会建立

了茶文化自组织，以传播传统
文化及促进中外友谊为目的，
促成社区文化交流；以宠交友，
建立“宠爱家”临时宠物托养中
心。

“社区利用自组织优势，完
成圈层辐射，建立自组织平台
和平台管理体系，推动由‘要我

参加’到‘我要参加’的转变。”
中海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依
托“漫生活服务馆”的有效运
作，社区孵化和培育了社区社
群雏形 4 个、居民自组织队伍
4 支，累计开展活动 20 余场，
服务辖区居民达到 3000 多人
次。

“标准化配套”向“精准化服务”转变

“社企联盟”设立公益基金服务于民

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晨风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和’基
金作为加强社企合作的有效桥
梁，搭建社区公益合作互助平
台，整合资源，满足需求，推动社
区自我管理与服务，建设‘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与‘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共
同体。”

据悉，这一年，“社企联
盟”不断提升效能。服务项目
不断，线上开展“政策推送”等
功能，线下进行政策宣讲、消
防体检；交流互动频繁，举行

“党史学习进企业”、篮球赛等
活动；党建联建合力，推出党
员家长进课堂、网络安全应急
演练等活动……未来，该社区
还将持续深化“社企联盟”共建
共治共享平台创新，推动社区、

“两新”组织进一步整合资源，

开放共享、联动聚力。
值得一提的是，晨风社区

还依托新综合体“家门口的党
群美学智慧生活馆”，引入辖
区“ 社 企 联 盟 ”单 位 联 合 办
公，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服
务。

联 合 80 家 企

业、辖区消防站、卫

生服务中心等，成立

党建联盟，推动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成都高新

区合作街道晨风社

区以党建引领为核

心，在辖区织密资源

“融合网”激发“两

新”组织活力，打造

“社企联盟”品牌。

晨风社区以“社企联

盟”为支点成立的非

营利性社区公益基

金“和”基金成立以

来，主要用于社区公

益项目的策划执行，

以及对社区居民及

成员单位职工中的

困难群体开展应急

救助。

幸福家、平安家、康养家、
廉韵家……在顺江社区，居民
们都有“公园里的家”。社区围
绕“ 一 院 一 品 ”建 设 ，建 构

“113+N”网格治理体系，即坚
持“1 个核心”、建强“1 套机
制”、织好“3 张大网（大党建、
大民生、大治理）”、做实“N项
服务”，形成“居民列单、网格收
单、社区解单”三级清单，建
立“1+4”网格“党建+治理”格

局，打造公园里的幸福家、平安
家、康养家、廉韵家4个主题院
落。

同时，社区积极整合辖区
律师、民警、医生等多元志愿

“微力量”入网入格，实现治理
单元最小化、服务效能最大
化。截至目前，开设书画、茶
艺、摄影等专业培训班 10 余
个，开展交流活动 30 余次；成
立“退役军人集结号”“社区青

年号”“智慧妈妈”等自组织13
个，服务居民1.5万余人。

“身临公园，心属社区。”合
作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
今年持续依托清水河绿道、中
水湿地公园等良好的生态本
底，以顺江“公园里的家”、中海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晨风“美
学智慧生活馆”为阵地，以产城
融合理念为引领，鼓励社区进
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模式和功能

组合模式，推动社区全力营造
特色化、品质化的生活服务场
景，从而实现由“标准化配套”
向“精准化服务”转变、由“社区
空间建造”向“社区场景营造”
转变、由“社区中建公园”向“公
园中建社区”转变，切实提升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夯实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底色。

华西社区报记者 冯浕

“社区中建公园”向“公园中建社区”转变

“一院一品”打造“公园里的家”

合作街道以“公园+”为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可持续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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