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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社区“六微”工程系列展播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11 月
20日上午9点不到，成都市锦江区牛市
口街道龙舟社区莲花新区南一巷的

“龙舟坝坝茶”便已茶香四溢。住在周
边的老人们相约于此，点上一杯盖碗
茶，拉扯着家长里短、邻里趣事，茶碗
里蒸腾的烟火气犹如初冬里的阵阵暖
意。过了一会儿，结伴而行的阿姨们
也来此，在“龙舟坝坝茶”的舞蹈室内，
开始了紧锣密鼓地排练……如今，来
这里喝茶休憩、开展文体活动，已渐渐
成为周边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很难想象，一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经常被居民投诉的闲置空间。“近年
来，锦江区积极挖掘社区辖区资源，聚
焦社区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家门口’
小微公共空间，实施针灸式、精细化的

‘社区微更新’策略，先后组织实施近
100个‘社区微更新’项目，大力营造社
区精致生活场景，有效缓解了社区公
共空间品质不高、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文化记忆淡化等问题。”锦江区委社治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此，牛市口街
道龙舟社区党委以多元需求为导向，
将这处闲置空间打造成集坝坝茶、舞
蹈室、“龙舟茶话”、幸福书吧、法律咨
询、民主协商为一体的全民共享空间
——“龙舟坝坝茶”，既提升了社区居
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也保留了市井
生活的烟火气，成为居民点赞的公共
活动空间。

问需于民凝共识

协商共议闲置空间改造

“之前，这里闲置了几年，路过这
里经常看到许多流浪乞讨人员睡在这
里；到了夏天，这里还有很多人在这里
摆冷啖杯。不仅晚上声音吵闹，垃圾
也随地可见……”谈起过去，一直住在
附近的70多岁刘大爷直叹气。

记者走访了解到，现位于莲花新
区南一巷的“龙舟坝坝茶”，原先是商
家计划将此作为培育机构的场所。但
是，由于第三方机构的问题被搁置，场
地被逐渐荒废起来。在此期间，该区
域的城市卫生和治安方面的问题也凸
显出来，杂物成堆、环境脏乱差、游商
聚集影响居民出行的事情时有发生，
成为周边居民投诉的重点区域。

为了改变这里的现状，在牛市口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指导下，龙舟社区
党委以解决群众难题为出发点，通过
开展座谈会、问卷调查和线上互动等
形式，广泛征集辖区居民的意见建议
和需求，由居民自己决定“改不改”“改
什么”以及“怎么改”，激发居民主人翁
意识、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

“辖区小区院落多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基础配套设施老旧、公共空间较
少，老年人和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不
足。在问需阶段，我们发现居民群众
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缺少协商议事的
阵地和文化活动的空间。”龙舟社区相
关负责人说道。

从低效闲置空间到全民共享空间
“龙舟坝坝茶”架起民声民意“连心桥”

考虑到辖区老旧院落多、基层矛
盾纠纷复杂化、居民诉求多样化和周
边坝坝茶文化浓厚等特点，龙舟社区
党委前后多次与在地商家、网格员、微
网格员、居民小组长、院落负责人等多
方群体召开议事协商会，面对面收集
大家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和建议。经过
反复开会商议，大家最终决定充分利
用该场地，将其升级打造成居民议事
协商、喝茶聊天、文体娱乐的“龙舟坝
坝茶”阵地。

厚植文化链资源

多方共建新型文化空间

如今，经过改造后的闲置空间以
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眼前。记者在
现场看到，院坝一侧设计了一处龙舟
造型，上面写有“共建共享 幸福龙舟”
的标识。坝子里摆放着几张古朴的四

方桌，每张桌子围了一圈藤椅，坝中树
上挂着的鸟笼，与屋檐下的“龙舟坝坝
茶”牌匾遥相呼应，整个阵地巧妙地融
入了川西建筑风格、老成都休闲文化
和鲜明的属地特色。在这里，既可寻
一方清净，又可品市井烟火。

“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老物件，屋
内挂着的书画、摆件，屋外摆放的每张
桌子，都是到各处收集而来，每一件都
有着它的历史和故事。”作为共建单位
的锦江区龙舟社区文化休闲活动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龙舟坝坝茶”的茶
铺空间由他们负责运营，采取“低偿+
公益”的运营模式。只要是辖区70岁
以上的老人，每天上午都可在此喝到3
块钱的盖碗茶，社区的公益活动都可
在此免费开展，并提供低偿的饮品。

“目前，除了外面的坝子，其他空
间融入了综合文化舞蹈室、‘龙舟茶话
’调解室、书画室和阅读书屋。”龙舟社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何精准对接群
众文化需求，在方寸之间营造“诗与远
方”，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空
间，也是社区一直思考的重点。对此，
龙舟社区联合运营商家引入四川金石
书画院，一方面为社区提供国内艺术
名家的书法、国画、油画等作为空间的
装饰，让屋内充满书香墨韵；另一方
面，则邀请这些艺术家，定期在此开展
文化志愿服务，教授社区的书画爱好
者们，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

载体。
据了解，龙舟社区依托“龙舟坝坝

茶”的文体空间，立足全龄段的所盼所
需，联合社区共建单位、商户企业、党
员志愿者及热心居民等，常态化开展
贴合群众需求、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
公益活动，培育组建社区文化队，丰富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截至目前，龙
舟社区新组建了舞蹈队、合唱队和书
画队，切实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增
强居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文化认
同感，推动形成社区“文化幸福圈”。

以茶为媒搭平台

丰富“龙舟坝坝茶”品牌内涵

“在空间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通过
‘民主提事、民主协商、民主监事、民主
决事’的原则，畅通了群众协商决事渠
道，起到了较好的共治效果。为了进
一步延续和培养小区居民的主人翁意
识，让基层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多向互
动转变，我们对‘龙舟坝坝茶’这个品
牌赋予了更多的内涵。”龙舟社区相关
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龙舟社区党委以“茶”为
媒，依托坝坝茶营造轻松休闲的环境，
每月在此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创新搭
建居民参与议事协商平台，形成“搭平
台—理清单—办实事”闭环流程，以更
加灵活、有吸引力的方式吸引居民走
进社区、参与社区治理，有效收集居民
意见及诉求，这里变成家门口的民情
收集站与邻里议事空间。

一杯盖碗茶，解决邻里烦心事。
“在龙舟社区北三巷47号1栋、北三巷
47号2栋、北三巷49号1栋、北三巷49
号2栋四个院落的拆墙并院协商会上，
我们便邀请了此次协商会成员、第十
三网格的居民代表来到这里。大家边
喝茶、边商议，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面对面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实打实地解
决他们的问题。”龙舟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协商，大家同意将4个院落合
并成一个院落，引进物业服务公司管
理，有力保障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

此外，社区通过升级调解议事阵
地，着力打造矛盾纠纷调解室、心理疏
导室、法律咨询为一体的“龙舟茶话”
复合功能空间，并链接了辖区锦江区
人民法院司法厅的相关资源。据了
解，每周二、周四都会有派驻律师所律
师来此，开展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为辖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捷的法律
服务，在纠纷化解、疑难矛盾处置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让邻里在这里相识，共识在这里
形成，矛盾在这里化解，治理在这里增
效，这是我们打造‘龙舟坝坝茶’的初
衷。社区将充分发挥这一平台和品牌
优势，疏通社区治理‘堵点’，在居民家
门口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不断增强
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龙舟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全龄居民都可在此参加各种活动。

搭建议事协商、宣讲政策的平台。

书香文艺范儿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