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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操作规范吗？
孩子的食品卫生安全吗？这些都是家
长最关心的问题。为确保秋季返校学
生们的饮食安全，9月9日，成都市锦江
区柳江街道办事处联合锦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辖区校园食堂开展了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用心用情守护好学
生“舌尖上”的平安。

当天，柳江街道办事处与锦江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分别前往
了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
中学与成都市盐道街小学锦馨分校。
期间，一行人来到食堂后厨，通过“看、
问、查”方式重点检查了食材的进货渠
道是否正规、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
加工过程是否规范、食品留样是否符
合要求等，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

检查过程中，锦江区市场监督管

从点位打造到成片推进 老街区变身“香饽饽”
“硬件提升了、商家规范了、环境

改善了……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街，这
两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月10
日，在成都市青羊区北书院街生活了
几十年的刘正熊大爷走在北书院街街
头，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危房改造、城市更新、老旧院落改
造……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难
点和痛点。城区零星分布的危旧房屋
如何改造？异产毗连、公私夹杂等情
况复杂的危房改造如何统一诉求？危
房改造费用如何筹措？针对这些问
题，青羊区草市街街道结合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探索出自主改
造为主、社会力量介入、原址统筹改
造、整体业态提升的新路子。据统计，
草市街街道D级危房共23处，自2020
年正式启动 D 级危房相关工作开始，
已成功整改11处。

找准危房腾退的“开锁钥匙”

2024年1月底，位于青羊区草市街
街道的西马道街95号D级危房里，最
后一户房屋租住户在腾退协议上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至此，该处危房签约
率达到100%。随着19户群众的搬离，
西马道街95号整体危房被拆除，多年
的安全隐患至此彻底消除。

据了解，西马道街 95 号为木质结
构的建筑，房屋建筑面积为 477.66 平
方米，共有19户租住户，在工作排查中
被鉴定为D级危房。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19 户租住户房屋腾退问题一直未
能得到圆满解决。

2023 年11 月，青羊区成立了以区
民宗局、草市街街道为主的西马道街
95号危房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
班，全面启动腾退治理工作。“我们对
19户租住户进行逐一摸排、登记造册，
为工作启动收集了第一手的信息。”草
市街街道办事处主任马骏称，“街道办
不仅采集了每家每户的房屋类型、产

权归属、房屋结构、装修情况、附属设
施等，还逐一对腾退治理工作的想法

和要求都进行了详细记录，最终找准

了‘开锁的钥匙’，在规定时间内提前

完成了100%的签约率。”

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都合理合

规，工作专班将学习政策法规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并提前制定了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让每一名工作人员都

做到心中有数。在腾退工作进行过程

中，除了依法办事环环推进，工作专班

还认真研判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科

学制定“一户一策”腾退方案，并且做

到了公平公正一视同仁。

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

“老成都”都耳熟能详的北书院街，

是成都最具烟火气的街巷之一。然而

由于建设年代过于久远，北书院街存在

基础设施老化、外墙体脱落、杂物乱堆

乱放等问题，老旧街区改造迫在眉睫。

在草市街街道牵头下，北书院街开始了

自改进程，如今已初具成效。

说到北书院街的蜕变，不得不提
的是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西南灯具
城。这个1.2万平方米的老旧厂房，随
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升级，成为闲置地，也成为被遗忘在
城市里的时代建筑。如何从老厂房中
发掘出新价值？老旧厂房的转化利用
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商业投资者的智
慧。经过充分思考和酝酿，草市街给
出了答案：城市更新，在保护老建筑原
有风貌的基础上，延续城市文脉，发展
文创产业。

如今的北书院街，过去破旧的厂
房已经焕新成一座设计现代、色彩明
亮的建筑，变身为一座商业综合体。
文艺又清新的设计，不仅保留了旧厂
房的整体布局，也巧妙注入了当下的
新潮流行元素，让“旧”和“新”融为一
体。“这里由四栋不同时期的建筑组
成，经过打造后，内部层层相通，造型
上更加立体，主要分为商业步行街、办
公、共享等区域。”项目负责人黄松华
介绍，在打造过程中没有采用大拆大
建，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厂房原有风貌，

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设计完善。如
今，这里有很多办公共享空间，如办公
室、路演空间等，还利用公共空闲区
域，打造多处休闲交流区和顶楼观景
区。二至四楼的办公区域大多为半开
放式，绿色植物随处可见。用于加固的
钢结构和减震海绵的使用，充分考虑了
建筑的安全性。目前，这里已吸引了众
多文化类、创意类、时尚类企业入驻。
随着更多门店和企业不断入驻，一楼的
商业步行街也已全面开街，这里正成为
青羊区一处新的网红打卡地。

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

北书院街及周围片区华丽“变身”
的背后，是青羊区草市街街道老城区
自主更新的一次创新实践。

“我们的初衷是解决危房问题，但
是在推进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介入让
片区整体打造、业态提升同步推进。”
草市街街道办主任马骏说：“街道一直
贯彻‘危房不住人、危房不搞经营这条
红线’，对于该腾退拆除的，想尽一切
办法完成腾退工作；对于需要加固整
改的，街道另辟蹊径，找到了城市更新
的一个新方向。理念就是在尊重历史

‘原真性’的前提下进行自主改造，把
政府跟商家的边界分清，找准各自的
站位。城市更新，政府当好中间桥梁，
协调引导业主通过卖、租的方式，让社
会力量介入实施，房屋的价值得到提
升后，业主也能从中有更多获益。”

如今，随着片区改造的速度加快，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商家表示愿意
参与其中，草市街街道也加强了对片区
业态调整的布局以及对商家的引导。
下一步，草市街街道将组织成立小关庙
商家联盟，更好布局街区经营性空间、
公共空间、弹性空间的层级，营造更多
的消费场景，让“落伍”的老旧街区变成
承载新生活方式的“香饽饽”。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街道供图

守护秋季开学第一餐
锦江区柳江街道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检查

理局的工作人员特别关注了食堂库
房、加工操作间、就餐区等关键场所的
卫生状况，包括厨房的清洁度、垃圾处
理是否及时、防鼠防蝇设施是否完善

等。同时，还对食品留样柜的温度记
录、餐具消毒柜的运行状态等细节进
行了详细检查，确保每一项检查都不
留死角，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此外，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要求学校按照《四川省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指引》《食品安全风险管
控清单》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切实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柳江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鼓励学校积极开
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自
我保护能力和食品安全意识。

“此次安全大检查行动旨在提升
辖区内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也为新学期学生的饮食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让家长们真正放心。”柳
江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
将进一步联合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围绕“守底线、查
隐患、保安全”三方面持续开展联合检
查行动，共同守护好校园食品安全的
每一道防线。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认真检查每个环节。

改造后的北书院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