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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礼让随处可见、老旧小区焕发新生⋯⋯在成都，城市精细化管理在社会治理最基层单元，老旧小区的改
造上，依然能够看到“绣花式”服务和个性化管理，城市更干净、更有序，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不断增强。4月4
日，记者走访青羊区草市街双眼井社区和四川天府新区安公社区发现，老旧小区棘手的“飞线”问题和杂乱的墙
面均换上了“新装”。

点位：四川天府新区安公社区

整治“飞线”
颜值提升

“现在的小区与整治前‘蜘蛛网’
式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今走线
布局清晰、线路整洁，不仅美化了环
境，还提升了大家居住和通行的安全
感。我是看着他们逐步理顺、仔细捆
扎的，飞线从‘横七竖八’到‘横平竖
直’，空中焕然一新。”谈及小区近来的
变化，安公社区退休的语文老师姚远
新如数家珍。

记者在安公社区看到，电线捆扎规
范、管道整齐排列，老旧小区杂乱无章
的“外衣”早已不见。

“我们通过杆路合并、箱体整合等
多种方式，推动‘飞线’入地、入管、规
范捆扎，采取剪除、扣盒、更新等方式
确保整体走线布局清晰、面貌整洁。”
安公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
联合各网络运营商，按照“整齐规范、
安全美观”的原则，把小区和街区主要
线路进行了捆扎，从整体上减少“飞
线”飘散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还通过给居
民发放一封信的方式，进行“飞线”治
理入户改造，签订“飞线”治理承诺书，
不仅可以从源头减少“飞线”，还形成
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圈。截至目前，
安公社区已完成了 8 个小区 230 个单
元以及 4 条街区 3400 余户涉及 800 余
条各类“飞线”整治，辖区 90%的小区
得到改善。

点位：青羊区双眼井社区

墙面养眼
生活舒心

“我们小区的墙面粉刷到位，不仅
干净，还很养眼，而且加装了电梯之后，
生活更方便了，品质也提升了。”刚下楼
准备接孙子的王奶奶说道。

“我们对墙面粉刷的颜色做了搭
配，你仔细看可以发现，下面部分，

线 路 和 墙 面 色 是 一 体 的 ，而 且 上 半
部 分 基 本 避 开 走 线 ，保 证 干 净 整
洁。”曾参与改造的市民刘先生指着
墙面说道。

记者在百家塘街 9 号看到，整洁的
墙面上粉刷得干干净净，暖黄色的部分
没有任何线路“打扰”，观光电梯通透明
亮，机动车停放有序，舒适生活在这里
得到完美体现。

记者还注意到，在小区宣传栏上，
“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示意图、《成都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应急救护知识、
传染病防治问答、电瓶车安全使用提
醒等各类生活服务小贴士一应俱全，
部分急难愁盼问题也能从这里找到
答案。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改好“面子”，
也要改好“里子”，不仅要使小区“好
看”，更要使小区“好住”。只有不断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
能让居民住得更舒心、安心、放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长乐 文/图

“那是您身体绽放的玫瑰，那是您
献出的珍贵礼物。盲人将重见光明，心
脏将再次跳舞，那是您架起的生命之
桥，那是您铸就的生命之路⋯⋯”

清明时节，为缅怀纪念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者，弘扬正能量，倡导文明新
风尚，4月4日，由成都市红十字会联合
德阳、眉山、资阳红十字会举办的 2023
年成德眉资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
动在成都医学院举行，学院师生以一首
深情婉转的诗歌，致敬无私奉献的“无
语老师”。

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人体器官捐献是一项志愿、无偿的
社会公益行动，是挽救垂危生命、服务
医学发展、展现人性光辉、传递人间大
爱、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尚事业。捐
献者用他们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
谢幕，化作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用
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用行动彰显了人道的力量。

现场，佩戴红十字标识的学校师
生、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属、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100 余人，将手
中高洁的菊花敬献在“无语老师”的石
碑前，无声胜有声，表达着心中的怀念
与敬意。

“我们的一生或许是短暂平凡的，
但通过遗体捐献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

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刘小英向大
家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今在她的
带动下，身边已有 6 名朋友陆续加入到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队伍。

宋薇作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者家属，在得知丈夫的眼角膜帮助
两位盲人恢复光明后，心中充满了感
动与欣慰。“虽然丈夫离开了我，但是
我深信他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仍能够
看见这个世界的种种美好。”宋薇动情
地说道。

市民捐献热情不断高涨

成都医学院副校长王计生介绍，学
校的致敬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的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 8 年，活动表达
了学校师生对捐献志愿者和家属的感
恩和致敬，因为正是他们的大爱和无私
奉献，让学校接受的遗体基本满足了教
学需要，为医学生们架起了通往神圣医

学殿堂的桥梁。
成都市红十字会负责同志表示，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挽救垂危生命、点
亮他人重生希望的高尚行为，是服务医
学研究、推动医学事业发展的无私奉
献，也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积极举
动。举办 2023 年成德资眉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播
“生命延续 大爱传递”的无私理念，让
全社会更加了解伟大的捐献者的善举，
积极支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共
同营造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让生命在
无私奉献中永续，让大爱在生命接力中
传播。

据悉，近年来，在各级红十字会的
努力下，在全社会的支持下，仅成都市
就有 14.8 万人登记成为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实现遗体捐献 1200 余
人，全社会参与遗体捐献的热情不断
高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红黄蓝”三本台账
精准服务特殊人群

“飞线”入地入管 小区洁净焕新

用文明举止点缀城市风景

成都14.8万人
登记成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成德眉资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举行

（一）到当地红十字会或器官捐
献办公室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二）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网站(www.china-orgando-
nation.org.cn）进行线上登记

（三）指点当地红十字会或省管
理中心索要（邮寄）《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表》。特殊情况时，相
关工作人员可上门帮助完成登记

（四）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
码”进行报名登记

相关咨询电话
四川省红十字会：028-84356308
成都市红十字会：028-61884673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式

在成都，有很多别具风格的特色街
区，它们不但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体现
了“最成都”的街道风貌。昨天，记者走
访了奎星楼街和建设中路，发现这些街
道打造精致、人气兴旺，环境秩序良好，
市民行为也文明优雅。

点位：奎星楼街

游客 品味美食践行文明

奎星楼街毗邻宽窄巷子，是成都
的网红美食街之一。昨天上午，记者
探访奎星楼街，发现这里美食店林立，
街道干净整洁，围墙上的创意涂鸦与
街边的银杏树又为街道增添了几分文
艺气质。

作为成都的网红美食街之一，奎星

楼街上的美食店不胜枚举，火锅店、烤
肉店、糖水铺、咖啡馆⋯⋯浓浓的市井
烟火气。虽为美食街，但街道的路面整
洁，店铺前的路面也被打扫得干净，没
有出现食物残渣、厨余垃圾等。一些创
意工作室也坐落在这条街上，街道围墙
上创意十足的涂鸦和街边一株株茁壮
的银杏树，又为街道增添了几分文艺与
精致。

许多“吃货”来到这条街寻觅、品鉴
美食，同时践行文明风尚，能够按照规
定停放非机动车，不随地乱扔垃圾、不
随地吐痰。

记者还注意到，这里的商铺有序经
营，没有出现任何违规占据人行通道经
营的现象。此外，来往的机动车辆也能
做到减速慢行、规范停放。

点位：建设中路

商家 规范经营店面整洁

昨天上午10点，记者来到建设中路
进行探访，记者观察到路旁的人行道十
分干净整洁，现场有环卫工作人员时刻
清理着路面的卫生。在探访中，记者并
未发现有市民随意乱丢垃圾以及随意
吐痰等不文明现象。路旁的共享单车
也停放得十分规范，车头车尾方向一
致，整齐划一。

另外，记者看到，道路的另一侧则
有许多经营的商家，每位商家都能够按
照规定在划线范围内经营，并且店面和
周围地面也十分整洁，记者没有看到杂
物堆积和垃圾散落在地的现象。

路过的市民李女士说，城市的环境
需要大家来共同维护，希望这样良好的
现状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患有基础性
疾病，无人照
料，需要重点
关注的人群

每日上门

红色台账 有人照料但不能全天
候看护，或有基础性
疾病不稳定或者行动
不便的特殊人群

一周至少上门两次

黄色台账 有人照料，无基
础性疾病或状态
稳定，生活能基
本自理的人群

常态关注

蓝色台账

春日暖阳下，青白江区宏瑞阳光
郦城小区第二网格第13微网格长万慧
兰步履轻盈地朝着熟悉的楼栋走去。

“罗孃，你在屋头吗？”万慧兰声音
刚落，居民罗珍祥就热情地打开门。
每周两次的固定探访，让这位独居老
人有着特别的期待。

“罗孃，这段时间身体还可以吧？
中午整点啥好吃的？”“还可以。早上
我出去锻炼顺便买了条鱼，打算中午
蒸来吃，你等会尝下我的手艺嘛。”

家常热络地聊着，服务的步伐轻
快。走进厨房，万慧兰打开灶具、电
灯、水龙头，细心检查水、电、气能否正
常使用。连屋顶的烟雾报警器，她也
仔细审视起来。

随后，万慧兰一边轻声向罗珍祥
叮嘱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一边对
着茶几上放着的黄色二维码标识牌扫
起来。随着青白江区“入户帮”智慧应
用小程序的打开，一心社区为辖区内
特殊人群建立的台账系统清晰地呈现
出来。万慧兰随即将本次上门走访情
况一一填在相对应的表格里。

万慧兰告诉记者，红色二维码是
指患有基础性疾病，无人照料，需要重
点关注的人群，黄色的为有人照料但
不能全天候看护，或有基础性疾病不
稳定或者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蓝色
的为有人照料，无基础性疾病或状态
稳定，生活能基本自理的人群。“我们
按照‘红色每日上门、黄色一周至少上
门两次、蓝色常态关注’开展特殊关爱
人群常态化走访，实时更新资料。”万
慧兰说，目前小区共有16名特殊人员，
分别建立“红黄蓝”三本台账，依托“区
级相关部门-大同街道-一心社区总网
格-一般网格-微网格”五级“双循环”
运行体系，对“红黄蓝”特殊人员关爱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置。结
束走访后，万慧兰临走时还细心地将
厨房垃圾打包带走。

“我前几年做过手术，身体不是很
好，儿子又在外地打拼。真心感谢社
区关心，让我这样的独居老人享受到
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感受到大家庭的
温暖。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我们老
百姓生活也越过越幸福。”说到动情
处，罗珍祥激动地红了眼眶。

小网格服务凝聚着民生建设的大
实事。据悉，宏瑞·阳光郦城小区共有
居民690户、1092人。该小区隶属于一
心社区第二网格，内含7个微网格，设小
区党支部1个，微网格党小组2个，选优
配强 1 名网格员、22 名微网格长（员）。

“该小区是成都市首个推行‘三色’工作
法的试点小区。结合小区实际，我们围
绕定标准、找到人、优服务、齐响应‘12
字诀’推行‘三色’工作法，以微网实格
落实特殊人群关心关爱工作，以精细化
管理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和社区凝聚
力。”青白江区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文/图

规范“飞线”走线布局，小区面貌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