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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村所在地
龙泉驿区十陵街道蝶变升级深度观察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一
年再次亲临四川考察，对新时代治蜀
兴川作出“三个牢牢把握”“四个发力”
等重要指示，并出席了成都大运会开
幕式。习近平指出，成都是历史文化
名城，也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
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
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
千气象。

龙年春节期间，我们走进成都市
的大街小巷，从一处处城市细节中体
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在成都的
表达。我们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大
运村所在地”——龙泉驿区十陵街道。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
成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赛事期间为111个代表团、7413名
运动员提供服务的大运村也在赛后成
为人们体验大运文化、感受中国式现
代化万千气象的“打卡点”。

“爸爸，这个街道好特别，到处都
有运动的熊猫标志。”从十陵地铁站出
来，市民高超的儿子小凡说道。“这么
繁华、这么现代化，和我几年前第一次
来的时候相比，十陵完全变样咯。”驾
车行驶在大运村外的马路上，市民李
薇不由得感叹。

其实，这也是不少市民首次遇见
十陵、重新遇见十陵时，共同的体验和
感受——

近年来，全力以赴保障大运会，十
陵顺利完成大运村产教融合项目等 2
个批次、34 个大运项目，带动基础设
施、便民载体、宜居环境项目投资 120
余亿元，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全力以赴
拼经济保发展，十陵实现市场主体年
均增长1200家，商贸、文旅等服务业加
快发展，比重达90%；坚持把生态价值
考虑进去，十陵推动辖区绿地占比超
过52%，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平均达300
天以上，河道优良水体率达100%……
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群众体育
运动先进单位”，被工信部、民政部、卫
健委评为“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街
道”。

以善“治”之笔，绘出高质量发展
的公园城市之美，在中国式现代化万
千气象中，十陵奋力谱写属于城市街
道的灿烂篇章。

遇见十陵城市之美

这里“园中建城、城中有园、城

园相融、人城和谐”

从大运村出来，天色尚早，李薇和
朋友决定在十陵再逛逛。“整个城市变
得更干净了。”这是李薇最直接的感
受。

“我几年前来的时候，甚至感觉这
里像城乡接合部。”在李薇的回忆里，
那时的十陵路面狭窄，建筑的外立面
也因为老旧而斑驳，“街面上很少看到
绿化，走了一天回家，鞋面都脏了。”

坚持“办赛、营城、兴业、惠民”，十
陵大力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实现城市
面貌从“脏乱”到“净美”的转变——

治理搭建之乱。十陵全面开展
“蓝顶”整治攻坚战，以一套整组拆迁、
风貌整治、依法拆除、拆院并院、强力
协调、整治大棚的组合拳，消除违规建
（构）筑物 64095.47 平米，消除蓝顶约
70万平米。

优化环境之美。十陵打造灵龙
路、石灵老街等市级“最美街道”，营造
2个市级“最美阳台”，同时完成启蒙式
小学、链条式街区、亲民化小区、示范
性单位“四个一”示范点的打造……

背后的这些故事，李薇无从知晓，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从街道颜值提
升、人居环境优化的十陵收获更高、更
好的幸福感和体验感。

从城市变化中获益的不仅是李
薇。在优美的绿道上，十陵居民多了
跑步运动的地方；清澈的东风渠畔，人
们有了更好享受静谧时光的地方；在
青龙湖，这个成都市中心城区最大面积
的湿地公园里，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和市民前来亲近大自然……

今时今日遇见十陵，就能遇见“园
中建城、城中有园、城园相融、人城和
谐”的公园城市之美。

遇见十陵城市之韵

这里“历史积淀、文化交融、文

明向善、活力涌动”

从大运村出来，小凡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已经走出大运村的范围，“外面
的大运元素感觉不比村里差呢！”

的确，用心用情服务大运，整个十
陵都烙上了深深的大运印记：马路上，
提示运动员往返赛场的中英文双语乘
车点仍在，让人们回想起大运会赛场
的故事；街道旁，曾经被戏称为大运村
春熙路的十陵左岸各项设施完整保留，
成为居民、游客游览体验的胜地……

“今天的十陵，真的和大运文化融
合在一起了。到处都是大运的相关标
志和元素，就连规范停车的石墩子上
都能看到大运熊猫运动的图像。”高超
感叹道。

一边走一边看，高超和小凡来到
一个社区，“爸爸，这个社区里的爷爷
们口音好像有点特别。”正说着，小凡
突然惊呼，“爸爸快看，这里有炮弹！”

原来，他们来到的江华社区，是我
国三线建设时期一个军工厂的居住
区。看他们对社区如此好奇，居民李
大爷主动上前介绍起来，“我们社区的
居民大部分是以前军工厂的工人，从
重庆和东北搬过来的。”回应小凡的口
音疑问，李大爷笑着说，后来军工厂搬
走了，居民退休后都留了下来，为了纪
念工厂，就把废弃的炮弹、设备改装成
社区的景观，也让外面的人感受一下
这里独特的军工文化。

事实上，除了大运文化和军工文
化，在十陵，古老的明蜀文化和客家文
化也给十陵添上丰富的色彩——

在明蜀王陵，每天都有不少游客
前来感受明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和
遗迹中感受古老的十陵故事……

遇见十陵，就能遇见“历史积淀、
文化交融、文明向善、活力涌动”的人
文城市之韵。

遇见十陵城市之治

这里“规划先行、多元参与、精

细管理、科学治理”

李薇和高超都特别提到，在十陵
漫步有一种“自在舒服”的感觉，“硬要
说这舒服是什么的话，我感觉是这里
环境很干净、道路规划合理、设施安排
科学，人也文明友善。”高超说，在漫步
的过程中，他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垃圾，
问路的时候居民也特别有礼貌……

在丝路风情街，一位居民用手机
拍下一个商户乱停放机动车的一幕，
几分钟后就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
处理，街道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拍摄的居民张阿姨解释，她刚刚
是用“东成十陵随手拍”小程序把拍到
的问题传上系统的，“这是我们十陵治
理城市的秘密武器。”

原来，在十陵的高品质环境背后有
一套科学的治理体系在发挥作用——

把问题解决在初期。十陵持续完
善“微网实格”体系，划分总网格12个、
一般网格85个、微网格572个、专属网
格80个，共建341个网格党组织，实现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问题在网
格中快速处理。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十陵与驻

区单位党组织结对61个，在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中挖掘“红色哨兵”“先锋骑
手”“社区义工”等系列活动，以“阿贵下
午茶”“宁江夜话”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鼓励多方力量参与城乡社区治理。

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治理的质效。
十陵以城运中心为中心，充分发挥可
视化技术手段效能，建立应急处突应
用平台，“在我们系统覆盖的地方，违
规停车、乱扔垃圾等问题都能被自动
识别并提醒工作人员，从而实现问题
的更快速解决。”十陵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

真正在十陵的街头走一走、看一
看、问一问就能发现，遇见十陵，就能
遇见“规划先行、多元参与、精细管理、
科学治理”的智慧城市之治。

十陵三年蝶变背后的密码

站在东风渠畔，看着静静的流
水蜿蜒东去，我们不禁思考，短短
三年，从一个市民眼中的城乡接合
部蝶变国际化的高品质城区，什么
是十陵背后的密码？

在与街道的工作人员、居民深
入沟通后，我们意识到，“忠”“新”

“快”“好”“实”五个字，或许正是十
陵背后成功的秘诀。

坚持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区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勇担重任，让十
陵抓住了“大运村所在地”的历史
性发展机遇；

坚持谋城惠民，城市更新——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十陵在保障大运的过程中，将
人民的向往、人民的渴望兼顾起
来，实现城乡面貌的焕然一新；

坚持民呼我应，快速治理——
始终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放在心上，十陵不断创新机制，以
科技赋能，实现城市现代化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大提升；

坚持深思熟虑，好谋而成——
在重大决策之前，十陵总是深入调
研内外环境的变化、城市发展的需
要、人民心中的呼声，以此做好科
学决策，推动城市更高质量发展；

坚持凝心铸魂，笃行实干——
十陵一以贯之推进干部队伍作风
建设，锻造了一大批笃行实干、作
风优良的干部队伍，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岁月不居，逐梦前行。”我们
相信，走向未来，十陵必将以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
标，践行初心与使命，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万千气象的龙泉驿篇章贡献更
多十陵力量。

十陵街景。

白洋 华西社区报记者沈悦
十陵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