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洁的墙面、有序摆放的自行车、可
爱的卡通图案、温馨的文明标语⋯⋯“微”
行动呈现“新”面貌，“小”空间助推“大”文

明。从今年1月起，高新区西园街道尚雅社
区通过民意调研、方案创想、实施行动、空间维
护、墙面翻新，让时代睿城4栋2单元换上新颜。

改造前期，小区通过公众号、楼栋群等方式进
行民意征集，同时采用入户拜访、摆摊设点、骨干

访谈等形式问需于民。在这一过程中，还挖掘了空间
设计师、商家、志愿者等骨干力量，全过程融入民意征
集、选址规划、方案创想、实施更新等过程中，坚持多

元参与，问需于民，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而这一工作原则，也被运用于当前成都市创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中。
“这儿是医院大门，不能停放共享单车哦，麻烦你

们停放到街对面可以停放的地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羊市街大门口，每天车流如织，人流量巨大，为了畅
通生命通道，保障大家的出行，这里不能停放共享单
车，虽然设有禁停的标识，但仍然有少数市民为了图方

便，将单车停放在医院门口。
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医院的两名值守保安便会

立即出来，对停车市民进行文明劝导。“我们每天都会
坐在医院门口，除了指挥进出车辆，还会规范共享单车
停放，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必须保障医院外秩序良
好、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感谢你们维护了我们的权益。”电话那头，温江区
涌泉街道江浦路社区亚洲湾小区的业主向小区长李琴
表达着感激之意。亚洲湾小区常住业主超过12000人，
底商500余户。由于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需求多样，
矛盾多发频发。

在温江，像亚洲湾小区这样超万人规模的超大型
小区有 18 个。为破解治理难题，温江在超大型小区创
新设立由社区“两委”成员担任“小区长”，同时成立由
小区长、小区党组织书记、物业项目经理、业委会主任、
一般网格员组成的小区治理委员会，对小区各类问题
进行共商共议共决。群众诉求的响应时间也由 3 天缩
短到1小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图片由市文明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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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治理
细“治”入“微”

成都充分发挥“微网实格”体系作用 让超大城市治理敏捷高效

近日，成都市文明单位——青
羊区图书馆入选第一批四川省古
籍保护站，是成都除成都市图书馆
外唯一一家入选的图书馆。

青羊区图书馆现有馆藏古籍
（含民国线装书）1074种3513册，版
本类型以清代中、后期刻本和民国
时期的刻印本为主，内容以地方志
较具特色。近年来，青羊区图书馆
对《九经学报》等珍贵典籍进行了
抢救性修复工作。

青羊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一支
志愿者服务队，每个月向外招募志
愿者，在图书馆为大家服务。志愿
者参与外借大厅的日常管理，体验
馆员的日常工作，引导读者规范有

序使用自习室，收集读者对图书馆
各项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对图书、
期刊、电子资源等的信息需求使用
评价，做好相应记录并及时反馈。

在青羊区图书馆，有专门为儿
童读书提供的儿童阅览室，有最舒
适宁静的阅读走廊，还有自动还书
机和电子阅览室。为了满足广大
读者的需求，还在宽窄巷子建立了
青羊区图书馆分馆，给中心城区的
读者们读书提供了便利。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挖掘巴蜀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
成都市青羊区图书馆还举办了“锦
城西韵·青羊文艺讲堂”等公益讲
座，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
蒋蓝老师和大家一起用全新的视
角探究了源远流长的蜀地文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以前家里办个啥事儿，多少
都有些发愁。现在好了，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铺张浪费的少了，省
吃俭用的多了，人情负担也轻了。”
东部新区武庙镇付夕坪村三美示
范文化广场上，30 多位老人聚在一
起，你一言我一语，为村里的移风
易俗工作出谋划策。

作为全国文明村，近年来，成
都东部新区付夕坪村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
破除陈规陋习。通过实施“党建+
移风易俗”，积极倡导勤俭节约，抵
制大操大办、封建迷信、不文明祭
祀等不良习俗，培育健康生活方
式，让文明清廉新风吹进千家万
户，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多年前，村里的各种彩礼真让
人压力不小，现在好了，村规民约倡
新风，大家感觉更轻松了。”坝坝会

现场，71岁的村民王民富说道。
在推动移风易俗工作中，付夕

坪村聘请社会工作者与村干部共
同开展工作，每月慰问空巢老人，
组织留守儿童读书、绘画等各类活
动，通过活动引导留守儿童主动参
与交流，并及时将活动剪影发送到
外出务工人员微信工作群，加强家
长与儿童的交流。

据介绍，付夕坪村村规民约采
用“四字歌+漫画”样式，将其彩绘
在广场外墙上，既朗朗上口，又生
动活泼。“村规民约就是一面镜子，
我们边读就边对照反省，按照村规
民约要求，我们现在不大操大办红
白事，增强了讲文明树新风意识。”
村民张双志说道。

该村通过以约治村，村民的精
神风貌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情攀比、
铺张浪费的少了，勤劳创业、节俭持
家的多了，村级治理得到有效改
善。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加把劲儿，把小区里的‘牛皮癣’清理
干净。”“这儿是医院大门，不能停放共享
单车哦。”⋯⋯近段时间以来，像这样的
场景时常出现在小区里、大街小巷、医
院门口、广场游园。这些都是成都微
网格员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细“治”入“微”，让超大城市治
理敏捷高效。成都充分发挥“微
网实格”体系作用，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
分动员群众、紧紧依靠群
众，全面提高市民对创建
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
和参与率，让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创建靠
民的理念深入人
心，共建共治共享
幸福美好家园。

“ 微 网 实
格”为成都文
明画卷添上
五彩斑斓的
色彩，让文
明满格、
幸福满
格。

东部新区付夕坪村

破除陈规陋习 村规民约倡新风

青羊区图书馆

成立志愿服务队为读者服务

“ 大 家
加把劲儿 ，一

定 把 小 区 里 的
‘ 牛 皮 癣 ’清 理 干
净。”一大早，家住

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
社区玉苑小区的黄美

英就和社区志愿者一起
打扫起了小区卫生。

清理小区“牛皮癣”，提
升小区居住环境，在吉福社

区玉苑小区，响应全国文明
典 范 城 市 创 建 ，大 家 都 动 起

来。这是玉苑小区“微网实格”工作中收集到的居民
需求。在“微网实格”工作中，玉苑小区按照 50 户左
右为一格标准，划分为 9 个微网格。从党员、居民骨
干选配了 10 名楼栋长，动员了 20 余名志愿者，形成
了“1 名楼栋长+1 名在地党员+N 名志愿者”的微网
格治理体系，聚焦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呼声，打通为
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83 岁的黄美英就是微网格治理体系中的一员。
她担任着微网格楼栋长，联系服务玉苑小区 1 栋 60
户群众。走家入户、收集民情；上传下达，宣传宣讲
各类政策；关爱邻里，服务群众⋯⋯每天都有忙不完
的事情。

黄美英以 83 岁高龄担任微网格楼栋长，小区居民

不仅纷纷点赞，还给予了大力支持。因为黄美英
是吉福社区有名的热心人，大家对她“信得过”。
黄美英是一名退休医生，20 多年前迁居成都后，
她一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社区公
益和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常年为街坊邻居义诊，
还带头创建“姐妹花志愿者服务队”，主动成为

“共享奶奶”志愿者，服务小区老少。2021 年她被
评选为“在社区·爱成都”社区志愿服务“十大感
动人物”。

对待“微网实格”工作，黄美英干劲儿十足。
在担任微网格楼栋长不到半年的时间，在社区党
委的带领下，黄美英不仅摸清了对口服务的 60 户
群众的基本情况，了解其困难、需求，还把“姐妹花
志愿者服务队”升级改造为“共乐共享志愿服务
队”，发动更多的小区居民参与其中，使志愿服务
内容更丰富，服务对象范围更广泛。她说：“大家
伙儿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83岁的微网格员：
“大伙儿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坚持多元参与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开展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规范共享单车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