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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文体旅局加强市场监管

营造安全有序旅游消费环境
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高昊焜）6月

26 日上午，成都市锦江区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组织召开2024年锦江区旅行社
安全生产及规范经营专题会议。区委
网信办、区发改局、区住建交局、区公
安分局、成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总队锦江支队、成都市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总队锦江支队、区内各街道办
事处，以及锦江区各旅行社总社、相关
旅行社分社相关负责人约100人参会。

会上通报了今年 1 至 5 月份涉旅
信访、投诉受理以及案件办理情况。
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加强
与各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共享工作
信息、联合执法检查等方式，加大对旅
行社专项整治的力度，联合整治规范
旅游购物市场乱象。

随后，7 家企业代表依次表态发
言。成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总队锦
江支队相关负责人就执法过程中遇到
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分享，重点提出旅游
从业人员在从事旅游具体工作时需要
注意的事项。

会议最后，锦江区文体旅局分管
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四点意见，即提
高认识、高度重视，自觉维护市场秩
序；正视问题、认真对待，全面开展自
查整改；强化管理、规范行为，持续提
升服务品质；开展培训、加强学习，强
化员工教育管理。接下来，锦江区文
体旅局将充分发挥职能职责，共同营
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

彭州“五最”问题小区“华丽转身”
人居环境极大改善，老住户直言“住出了幸福感”

“过去这一片搭架支棚非常普遍，
现在是共享花园。这几天鲜花盛开，
真是养眼又舒心啊。”6月23日，彭州市
致和街道太平家园小区居民李建春告
诉记者，他是这里的“老住户”，自2009
年起，他见证了小区由“新”到“乱”再
到“治”的全过程。如今，温馨的居住
环境让他对小区颇为满意，用他的话
来说“住在这里这么多年，现在才住出
了幸福感”。

太平家园小区面积 500 余亩，呈
“田”字形布局，常住居民3700余人，大
多由原青石、护国、贤德、清林、清洋等
20 多个村（社区）拆迁安置而来，长期
存在“各自的孩子各人抱”的情况。小
区建成后也未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
党支部等治理主体，加之缺乏开展居
民活动的阵地，停车位、便民服务店、
运动休闲场所等公共配套不足，居民
的归属感不强，号称彭州市安置面积
最大、问题最多、情况最复杂、人居环
境最差、基础设施配套最薄弱的“五
最”问题小区。

小区是居民的家园，也是社区治
理的“细胞”。2023 年，彭州市将太平
家园小区确定为党建引领开放式小区
治理试点小区。致和街道结合小区特
点，提出了“党建引领、共治共育、持续
发展”的治理思路，以“邻聚里”为主
题，打造“邻聚”治理品牌 IP。一年多
来，“太平家园十三治”等多元治理机
制逐步建立，一大批小区服务场景相

继落地，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共建
共治共享理念渐入人心，居民安居更
乐居。

在环境方面，过去杂草丛生的荒
地变成了花园、运动公园。新的足球
场启用后，吸引四面八方的足球爱好
者前来切磋球技。新建的运动角，安
装了乒乓球台和健身器材，方便居民
在“家门口”锻炼身体。据悉，环境整
治行动中拆除了房前屋后棚舍100余
处。动员100多户居民利用房前屋后
空间打造共享花园等，完成金角银边

更新美化近20000平米，小区环境提升
成效显著。

在服务方面，依托护贤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建起了邻里中心，社保认证、
党组织关系转接等20余项公共事务可
在“家门口”就近办理。新打造的 160
余个共享停车位让停车秩序更规范。
曾经的“荒地”也变成了文化运动广
场 ，居民可以跳坝坝舞，也可以看坝坝
电影。同时，部分公共区域和群众腾
退的自家花园、菜地等打造成为近邻
茶叙、议事广场、儿童乐园等，方便了

居民议事、休憩与孩子们玩耍。在打
造过程中，还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农夫
集市、充电停车场、美食街，投入运营
后将极大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

小区的成果展现在居民面前，如
何才能巩固成果？据悉，从机制层面，
太平家园小区构建起“1 个区域党支
部+1个小区管理委员会+12个巷道微
网格”的组织架构，梳理出“凝聚组织
共建共治、邻聚空间整合善治、邻聚文
化重整笃治”等 13 项治理路径（简称

“太平家园十三治”），形成了党建引领
小区治理的良好工作格局。

在组织方面，成立了太平家园小
区自治组织联合会，通过引智培育等
方式，孵化“绣娘工坊”“歌舞飞扬”等8
个服务品牌，并采取“服务换信义贝”
的模式，推动志愿服务长效化。

此外，在“造血”方面，小区已经形
成了一套“造血”机制。“目前小区的

‘造血’项目有运动公园（足球场），有
近邻茶叙，还有马上投入运营的农夫
集市和美食街，占用公共空间从事经
营活动的餐厅、超市、冰粉店等也会交
一些租金。”致和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另外，目前有关小区公共区域赋
能收费标准的《太平家园共建共治共
享手册》已经小区居民讨论制定，全部
实施后预计小区集体收入可达 60 万/
年，“所有收益都将用于小区发展治理
支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供图 周新

村社结对助农惠民

乡村“源头好物”直销社区
“早上才采摘的葡萄、玉米，快来

看下哦！”6 月 21 日上午，在一阵阵吆
喝声中，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书
南社区“南市”市集热闹开市，这也是
书南社区党委与龙泉驿区洪安镇红光
村党委结对共建开展的助农惠民活
动。

现场，将红光村的特色农产品引
入城区，实现了源头好物进社区，在促
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两地优势互
补、共促发展。位于书南社区国泉菜
市的“南市”市集人流量大，可谓购销
两旺。村民们带来了丰富的农副产
品，包括玉米、土豆、茄子、葡萄等等，
这些产品以其绿色、健康、美味的品质
吸引众多居民驻足选购。书南社区充
分发挥地利优势，为红光村的农副产
品提供优质的展示和销售平台。“巴适
哦！玉米须上露水都有，一看就晓得
是早上才摘的。”居民刘强说，他一来
就买了十斤玉米。

记者了解到，此次结对共建活动，
为红光村的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
济收益，也为书南社区的居民提供了
更多可供选择的优质农副产品。“酒好
也怕巷子深！我们的新鲜瓜果，要让
更多人尝到买到才能打出品牌效应。
这里人气旺、销路好，我们肯定天天都

能摘几十斤来卖。”红光村一位村民说
道。据悉，“南市”市集从 6 月 21 日延
续至7月5日，每天都将推出当地不同
品种和特色的农副产品供居民们选
购。

“通过这一活动，两地实现了资
源共享、互利共赢，进一步推动了双
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市集的开办，是书南社区党委与
红光村党委结对共建工作取得的重
要成果，是双方共促发展、共兴治理
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双方将继续
携手共进，共同谱写乡村振兴和社区
发展的新篇章。”书南社区党委书记
卢忠莉表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居民们在市集选购红光村提供的优质农副产品。

太平家园小区新建的足球场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