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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感极强的高架桥下，红蓝相
间的色彩让顶部空间明亮起来；地面，
一字排开的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
和5人制足球场向东延伸，根据场地的
不同变换着地面的色彩，让这里成为
了标准、专业的运动空间。

这里是成都龙泉驿区柏合街道立
足主城功能片区建设、引入社会资本、
活化桥下闲置资源刚刚打造出来的东
山运动公园。近日，公园刚开始试运
营，就吸引了不少喜爱运动的市民。
据悉，9月9日，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周
边居民可免费或低偿使用篮球、足球、
羽毛球、健身馆、搏击等体育场馆。

闲置资源变运动场

桥下空间全长 527 米，前端是休
闲、服务区，向东是篮球、排球、羽毛
球、足球等运动空间，还有健身房、搏
击馆、平衡车场等，面积共计约 1.2 万
平方米。说起这个刚打造好的运动公
园，项目建设和运营方负责人姚天均
如数家珍。

作为柏合街道打造主城片区的重
点项目，该运动公园借鉴了成都中心
城区活化桥下闲置资源的先进案例，
采用设计、采购、施工及运营维护一体
化的总承包模式，遴选有实力、有经
验、有信誉的城市合伙人，政府零成
本、社会资金全投入，总投资700余万

社区引入社会资本来打造
高架桥下闲置空间喜变运动公园

元打造出这个综合性运动公园。
姚天均介绍，整个运动公园共设

置标准化篮球场 5 个、网球场 2 个、羽
毛球场9片、5人制足球场2个，还设置
了健身房、搏击馆、平衡车场、泵道（由
波浪形赛道以及弯墙组成的适用于轮
滑、滑板等的小极限项目），满足不同
人群的运动需求。

“对于我们居民来说，这是件大好
事。”东山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段莉霞感
慨地说。打造前，桥下上万平方米的
空间几乎处于闲置状态，社会车辆随
意乱停不说，有时还会堆放一些大件
垃圾，管理难度很大。如今，这儿摇身
一变，以城市公共空间重新亮相，成为

市民身边的运动角、休闲角和幸福角，
深受居民喜爱。

全年无休惠及市民

成都大运会虽然已经结束，但城

市的运动热潮依然高涨。建在桥下的

运动公园，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

当空，宽阔的大桥都能从容遮挡住烈

日或雨水，让运动空间真正做到“全年

无休”。

记者来到这里看到，虽然当天在

下雨，篮球场上依然有市民忙着运球、

投篮、拣球、再投，密密的汗珠爬满额
头。“附近没有专业运动场，这里建好

《拿了劳务费之后……》《管好身
边人》《严防车轮上的“歪风”》《“份子
钱”不是敛财借口》《不吃公款吃老
板？也不行！》……7 月以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连续推
出系列“川辣情景剧”。“演员”说着四
川话，“剧情”接地气、场景生活化、“台
词”很诙谐……该剧一经推出就受到
广泛好评，目前已更新至第五集。每
集“剧情”各不相同，但有一条共同的

“暗线”——廉政警示教育。笑声之
余，全国观众可能不知道的是，该剧是
正宗的“郫都制造”。不论是取景、拍
摄还是后期制作，都是在成都市郫都
区郫筒街道完成。

“我们最初决定拍摄短视频，是因
为视频具有短、平、快的传播特点，相
对于文字更具冲击力。于是，我们探
索将纪律规矩、典型案例编入情景剧
中，将静态的规章制度转化为动态的
视频，既符合当下大部分人的信息接
收习惯，也更容易传播，有利于广大党
员干部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规
纪法’。”郫筒街道纪工委书记代红梅
告诉记者。

据悉，视频内容主要来自基层党
员干部违规违纪案例，如不正确履职、
酒驾、赌球、违规收受红包等问题。视

后，太方便了。”杨春勇是一位运动爱
好者，长久以来苦于小区附近没有专业
球场找不到锻炼的地方，而运动公园的
出现让他有了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作为建在东山社区的运动公园，
除周末、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外，这里
每天9：00至13：30免费向东山社区居
民开放，居民凭相关证件即可入园。
针对东山社区以外的市民，除周末、寒
暑假和法定节假日外，每天9：00至15：
00，每人每次支付10 元即可进入公园
运动。

“运动公园正式投运后，除了为居
民提供丰富的运动空间，还将策划开
展一系列社区运动会、篮球、足球比赛
等活动，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营造浓
厚的运动氛围。”东山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促进体育赋能城市“金角银边”，
积极打造家门口的运动空间。柏合街
道城市更新办主任黎文武表示，东山
运动公园正是街道立足主城功能片区
建设、丰富居民文化休闲生活的生动
实践，不仅为周边10余万居民提供了
运动空间，也为大运会后持续推动全
民运动、全民健身提供了更多可能。
变废为宝、挖潜赋能，不断丰富城市建
设内涵、承载市民运动健康生活——
这样的空间，正在龙泉驿不断开发出
来，惠及更多的市民群众。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街道供图

笑点背后是警示
郫都区廉洁文化“情景剧”破圈了

频中的场景有街道及社区的办公场
地、影视基地、公园、田间地头等。目
前，演员团队人数已达60余人。通过
参与拍摄，让党员干部“身临其境”地
认识到违纪违法的后果，起到“沉浸式”
普规普纪学习和警示教育效果。剧中

“朱主任”的扮演者朱磊是蜀都新邨社
区的社区合伙人。剧中主要“反面”角
色，分别由党群办和纪工委年轻同志扮
演。最后本色出演的是郫都区纪委、监
委的纪检监察干部。

代红梅透露说：“刚开始尝试创作
的时候，是我们街道党群办、纪工委几

个‘小年轻’自编自导自演，后来在（郫
都）区纪委、监委的关心指导下，我们
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成立了以党工
委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纪工委书
记为副组长，纪工委副书记、专职纪工
委委员、党群办公室主任、村（社区）纪
委委员（纪检委员）为组员的工作领导
小组，设置剧务协调、导演制片、现场
摄制、技术剪辑和成片审核5个专班。
特别是技术剪辑，全靠我们的拙村廉
洁文化短视频创作实验基地。”

拙村廉洁文化短视频创作实验基
地位于郫筒街道蜀都新邨社区。基地

LOGO 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周敦颐
《爱莲说》，基地名字中的“拙”字源自
周敦颐的《拙赋》。

据统计，截至目前，实验基地已拍
摄制作系列廉洁文化短视频26个，被
中纪委平台采用6个、省纪委平台采用
7个、市纪委平台采用4个，各平台累计
点击量200余万次。观众纷纷表示，每
一集前面是笑点，结尾都是“硬核”警
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身廉政意识，
永葆廉洁本色。”

“我们将不断完善基地软硬件和
人员配备，严控视频内容深度和整体
效果，尝试邀请本地名人、‘网红’等参
与拍摄，提高视频关注度。同时聚焦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近几年基层
党员干部易发多发违纪违规问题为主
要创作素材，开展分段拍摄。保证视
频内容热度，提升警示教育效果。另
外，我们还将持续拓宽创作类型，在紧
抓短视频这条创作主线的同时，准备
探索播音、舞台剧、剧本杀等创作类
型，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好廉洁素
材深加工，分类推出‘花式套餐’，形成
一批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廉洁教
育‘郫筒实践’。”代红梅表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街道供图

情景剧拍摄现场。

居民们在桥下运动公园打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