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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有高品质的阅读空间，每个月还有丰
富的文化活动，大家都喜欢来。”昨日，阳光明媚，温江
区金马街道滨河公园旁的图南·留灯书屋内座无虚
席。书屋负责人说，书屋投用后，受到附近群众热烈
欢迎，很多人在这里读书到很晚才回家。

24 小时留灯书屋，顾名思义就是 24 小时开放的
书屋，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触手可及的阅读空间。为将
高品质的文化供给作为基本的民生予以保障，目前，
温江区已建成 18 个留灯书屋，平均每间书屋藏书
2000册，并不定期更新，所有书籍均可免费借阅。

记者留意到，遍布温江城乡的留灯书屋各有特
色，仙境书屋、劝学书舍、茅歌水韵、青藤书屋、天府儿
童书屋⋯⋯各个因势因地打造而成的留灯书屋，与当
地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融为一体，无不拥有漂亮的
空间、轻松的环境、温暖的灯光，使人们的阅读体验十
分惬意。在万春镇，记者就看到一座特别的留灯书屋
——文家老书房，它是基于成都市历史建筑文家院子
打造而成，陈设布置充满古典韵味。瓷瓶、条案、画
作、盆景、文房四宝，摆放考究。“我平时有空就来这里
看看书，感觉精神生活更富足了。”万春镇幸福村村民
李媛媛说。

据了解，为规范留灯书屋建设和运营管理，以公
共财政投入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留灯书屋建设，温江
区正在研究制定留灯书屋建设管理的相关办法，鼓
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管理运营留灯
书屋，并建立相关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评价结果作为
补助或奖励的重要依据，同时建立留灯书屋退出机
制，以保证留灯书屋的运营质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受访者供图

点位：春熙路步行街

文明打卡 垃圾入桶

春熙路步行街向来是本地人休闲娱乐、
外地人打卡参观的好去处。记者观察发现，
络绎不绝的游客都自觉守序，让文明之花一
路相伴。

在春熙路入口的浮雕墙，有为游客设置
的总览地图，游客都自觉与地图保持了一定
距离，只动眼，不动手。而旁边竖立的人形雕
像吸引了众多游客上前合影打卡，没有人攀
爬雕像，共同维护了环境的文明与有序。

有小朋友对路边的花卉好奇，想要采摘，
被家长及时阻止，并且耐心教育小朋友：“要
遵守公共秩序，不能随手摘花。”

在春熙路主街道上，路面宽阔整洁，虽然来
往行人众多，但是没有人乱扔垃圾，大家都自觉
将垃圾扔进垃圾桶。清洁人员会及时对桶内垃
圾进行清运，没有垃圾爆桶、外溢的现象发生。

点位：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小手牵大手 传递文明理念

昨日上午 9 点，成都交警一分局联合武
侯区教育局在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开展了
以“文明交通，平安出行”为主题的“全国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

活动中，交警一分局民警以一个个真实
的案例为背景，用质朴的语言、饱满的情感为
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校园文明交通月月行的

“微课堂”讲座。通过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等
方式，交警一分局民警提醒同学们在步行、乘
车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自觉抵制交
通陋习，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养成安全文明出
行的良好习惯。随后，学生们还进行了《安全
记心间》的表演活动，并发布文明出行倡议
书，生动地把道路安全小知识传递给此次活
动的每一个参与者。

此次活动，民警让每一位师生都切身学习
到了交通安全知识，同时还让学生们从交通安
全的学习者转化成为实践者、传播者，通过“小手
牵大手”的形式将交通安全知识传递给更多的
人，倡导社会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曹宇阳
实习记者 张伟进 文/图

近日，当记者走进北顺城街 39 号院，随
着两道长 100 多米围墙的拆除，与之相邻的
福字街18号和北顺城街53号打通成为一体，
一个焕然一新的“大院落”让人眼前一亮。

“‘拆墙并院’过后，不仅院子大了，视野
开阔了，环境也更美了，还拉近了邻里的来
往，生活在这里很舒心！”居住在锦江区北顺
城街 39 号院的刘阿姨谈起自己的新生活，充
满喜悦。

据了解，这三个院落均建成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共有 339 户居民。由于围墙的存
在，加上修建年限较早，三个院落都存在一定
程度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配套不完
善、公共区域失养失修失管、缺乏居民公共活
动空间等问题。

“若按照传统改造方式，院落格局不改
变、消防通道太窄、院落停车困难等问题依然
得不到解决。”锦江区公园城市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要想彻底改变，只有打破传统，“拆除围
墙，优化院落结构，充分释放院落空间。”

“拆墙并院”的同时，基础设施提升也在
同步推进。“我们首先对雨污管网、供电线路
等进行改造。”与此同时，同步启动房屋建筑
外立面风貌整治、道路铺装、绿化补植，改造
后院落还新增车位 20 个、增加户外活动空间
200平方米、增加物业用房300平方米。

一个幸福的院落，应当容纳更多的“幸福
场景”。小区环境风貌、基础设施得到了提
升，公共服务配套的短板也不能落下。

走进如今的北顺城街 39 号院，一个新
“上岗”的“望福驿站”正为居民提供政策咨
询、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在院落内，一处新
建的 1200 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也将承载社区
养老、适老托幼等民生问题⋯⋯

记者了解到，小区公共空间将植入社区
食堂、老年空间、社区健康中心、小区托幼机
构、儿童培训空间等民生服务类产业，在满足
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提升院落的造
血能力。

与此同时，院落还创新引入社会资本与
社区合资成立社会企业，通过公共权益人让
渡公共空间使用权，委托合资企业提供专业
物业服务，共同经营管理 3 个院落，实现改造
后院落管理长效可持续。

“从居民最关心的基础设施、景观提升等
多维度出发，改造出更高颜值、更全功能、更
加幸福的全新生活空间，让居民收获‘1+1+
1＞3’的幸福。”该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受访单位供图

24小时留灯书屋
家门口就有的

高品质阅读空间

文明理念认真践行
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昨日，记者在对我市部分学校、商业街
的探访中，对文明交通的宣传，对文明理念
的践行，构成一个个文明的瞬间。

老旧小区“拆墙并院”
收获“1+1+1＞3”的幸福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
家门口的“关键小事”，也
是城市发展中的“民生大
事”。成都市以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老
旧小区提档升级，让老旧小区颜值提升。锦
江区福字街片区就是其中的一个。

拆除围墙，优化院落结构，充分释放院落空间

留灯书屋拥有漂亮的空间、轻松的环境、温暖的灯光

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