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归博士变身项目合伙人

“‘龚家厨房’算是对乡村美食
的一个尝试。”在海归博士叶方看
来，他和合伙人王菱与龚家村的牵
手并非偶然。作为向往乡村生活的
城里人，王菱在金堂有个小农场，周
末经常约好友到金堂游玩。“最初我
们只是游客。”

直到有一次自驾路过龚家村，
三五好友沿盘山道一路欣赏山间美
景，驶至山顶开阔处见一平台，极目
远眺，沱江水、云顶山尽收眼底，龙
泉山下的成都平原江河山川风光一
览无余，“有种被大自然征服的感
觉，瞬间爱上了这里。”

当时，龚家村依托油橄榄特色
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农林和生态旅游
经济，成为崭露头角的“富美新村”，
村里正探索着如何盘活村集体空闲

民居空间，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最终，双方按租金+分红的方

式共同运营的龚家村村集体产业
“龚家厨房”于去年 5 月开业，首月
营业额即突破 3 万元。随后民宿

“六间房”启动，成了不少亲子家庭
乡村游的新选择。

游客眼中值得“二刷”

“第二次来了，专门带朋友来看
日落，呼吸新鲜空气。”市民温女士
一边坐在帐篷里翻烤着滋滋作响的
烤肉，一边跟记者闲谈。她坦言“第
一次来就被盘山路的一路繁花美到
了。对喜欢户外的人来说，这里看
景视野好，比很多露营地开阔，值得

‘二刷’。”
据龚家村党委委员唐勇介绍，

旺季时每天自驾上山的私家车上千
辆，有上百顶帐篷在此过夜等日
出。为此，当地专门修了公共卫生
间、公共取水点等。眼下，村里引进
了专业团队，正打造供游客山顶留
宿的露营基地和民宿。

离山顶几百米的一家农场里，
一位赖姓老板看到观景平台人气渐
旺，很快在山顶开起下午茶小店，还
专门聘请了直播团队“带货”，目前
引流效果还不错。“这两天很多客人
在线上预约，人多得很，‘五一’期间
比较火爆。”

眼 看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王 菱 与
叶方正在尝试创建户外旅游“服
务驿站”，打造乡村振兴消费新场
景，为户外游爱好者提供吃喝游
购硬件的同时，搭建“乡村户外旅
游俱乐部”社群，从满足游客的旅
游硬件配套升级到替他们做旅游
规划。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佳丽

在距成都1小时车程的龚
家山，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在观
景平台搭起天幕帐篷，或围炉
烧烤，或围坐喝茶，也有人专门
自驾上来等候日落。

自露营盛行起，龚家山一跃
成为成都人出游新宠，不少人慕
名来此爬山、露营、看日出。

记者日前来到龚家山所在
地金堂县淮口街道龚家村，对
话游客、创业者、当地村干部，
一探这座“和美乡村”的旅游消
费新场景。

露营热带火乡村游

每天上百顶帐篷在这儿等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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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岁 的 郑 加 林 奶
奶住在成华区电子科大东

二院小区。自带“社交达人”
属性的郑奶奶很喜欢和球友切磋

乒乓球，和朋友们高歌起舞。但在单
元楼加装电梯之前，每天的上下楼成为她的烦

心事，让她“望梯生畏”。
郑 奶 奶 居 住 的 东 二 院 小 区 ，是 电 子 科 大 沙 河 校 区 教

职 工 宿 舍 ，建 成 于 1990 年 。“ 当 时 修 建 时 哪 里 有 电 梯 嘛 。”
郑 奶 奶 告 诉 记 者 ，她 是 第 一 批 小 区 住 户 ，这 一 住 就 是 30
多年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住在 5 楼的她觉得下楼逐渐变成了越
来越难的一件事。“我膝关节不好。为了减少下楼的趟数，我一
般都会计划好，尽量少下楼。”郑奶奶说。

楼上楼下和自己有一样烦恼的老人还有好几位，郑奶奶
萌生了一个想法：“上楼这件事情如此之难，我们可不可以加
装电梯？”

“ 当 时 也 是 看 到 国 家 出 台 了 相 关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的 政
策 ，我 非 常 高 兴 ，觉 得 有 希 望 了 。”郑 奶 奶 说 道 。 之 后 ，成
都 市 出 台 了 关 于 给 老 旧 小 区 加 装 电 梯 的 具 体 规 定 。 当
时 这 个 单 元 还 有 两 个 邻 居 跟 郑 奶 奶 想 法 一 致 。 老 伙 计
们 一 拍 即 合 ，立 马 去 找 了 相 关 负 责 人 ，开 始 推 动 加 装 电
梯的事儿 。

回 忆 起 安 装 电 梯 的 过 程 ，郑 奶 奶 还 历 历 在 目 。“ 在 安
装 的 过 程 中 ，还 是 遇 到 了 很 多 不 顺 利 的 事 。 我 们 就 盯 着
一 个 问 题 一 个 问 题 地 解 决 ，想 着 办 法 总 比 问 题 多 。”郑 奶
奶 告 诉 记 者 ，在 电 梯 的 安 装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多 方 的 帮 助 。

“首先是电子科大非常支持这个工作，专门成立了加装电
梯 的 领 导 小 组 。 我 们 遇 到 什 么 困 难 ，就 请 他 们 帮 助 协 调
解 决 。”经 过 半 年 多 的 施 工 ，一 个 带 着“ 玻 璃 盒 子 ”的 电 梯
终于安好了。

如今，“上下楼”对于郑奶奶而言，就是“一键直达”的事儿。
“安了电梯太方便了，再也不用算着次数上下楼了！”郑奶奶开心
地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实习记者 杨帆 摄影 胡澜馨

“过去这里是闲置
空间，现在建起党群服
务站，老人们平时可以
在这里休息、下棋、看
书，小孩儿放了学可以
在这里写完作业后打
一会儿乒乓球，业委会
组织大家搞活动也有了
地方，感觉小区居民的凝
聚力在增强。”航空花园
小 区 居 民 刘 淑 娟 对 记 者
说，“小区改造好了，让每一
个居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城
市的美好。”

昨日，记者在武侯区火车南
站街道航空花园小区看到，升级打
造后的小区公共空间成为邻里守望的
聚集地。

据了解，航空花园小区是川航的职工宿舍，由
川航下属物业进行管理，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居民主
要为川航职工，由于航空服务职业的特殊性，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主
动性不强、融入感差。去年，社区“两委”及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小
区居民对公共活动空间需求较多，经多方沟通协商，一致通过将小区闲置空
间进行升级改造。

全新改造好的航空花园党群服务站分为四个功能区——
“幸福里·初心源”空间区域，通过展现四川航空人的光荣与梦想，

激发小区居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幸福里·睦邻居”区域，打造为阅读
休 闲 空 间 、运 动 活 动 空 间 。“ 幸 福 里·共 享 居 ”区 域 ，则 是 实 现 党 群 服
务、协商议事、乐龄互动、纠纷调解、睦邻牵手等邻里守望交流活动空
间 。“ 幸 福 里·陶 然 居 ”区 域 ，是 怡 情 益 智 、健 脑 休 闲 、养 性 修 身 的 棋 艺
活动空间。

通过共建活化小区的公共空间，使其成为邻里守望、邻里交流的温馨平
台，老旧小区如今有了新面貌。2022 年度“成都市百佳示范小区”名单日前公
布，其中，航空花园小区便获得此项殊荣。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摄影 骆希

拍照打卡、品尝美食⋯⋯刚刚过
去的“五一”假期，金牛区驷马桥街道
工人村社区的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人
声沸腾，游客们在各大特色小店流连

忘返，逛得不亦乐乎。匠人里文
化特色街区是国内首个

以“匠人”为主题
的文化特色

街区，

围绕“发现新时代匠人”这一主线，借
助于老旧街区改造，将时尚潮流元素注
入传统街区，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工人村社区党委书记杨健勇介
绍，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地处一环路
内中心位置，属于曹家巷商圈最核心
的板块。通过本轮改造，街区增加营
业空间 800 平方米，改造“金角银边”
重塑公共空间形态，植入时尚小品12
处；“拆改结合”重整街面形象，增添

品质绿植景观7处，植入艺术小品4
个，文化墙 4 个，完成 1200 平方米

的艺术立面装饰，亮化光彩照明
300米。

记者在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打
卡时，发现了街区的一个独特之处
——不同于普通街区常见的业态杂
乱的现象，匠人里的产业布局很讲章
法、独具一格。

“我们作为街区运营商，在街区
打造前期便提前介入，对片区业态进
行了规划指导。”街区运营负责人、成
都荣瑞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兴介绍，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根据
街区业态本底，大致划分为特色美食
区、文化休闲区、文创产业区和益民
生活区，做到功能互为补充。

在街区运营商的统筹下，新引进

的店铺普遍时尚年轻化，而且充满独
特气质。比如精品咖啡店悟物咖啡，
店铺的主理人是一位 30 多岁的资深
设计师，店铺不仅有精品咖啡还有手
工茶，小院还不定期举办炒茶活动；旁
边的创意法餐厅，店主是从澳洲留学
归来，并获得澳洲蓝带、法餐与法甜双
文凭的90后；甜品店堂玉春娇里面有
一整面墙的刨冰机，都是老板夫妇从
泰国、日本、韩国等地淘回来的；厦屋
民宿前身是一栋破败的职工宿舍，现
在改造成了一家网红洞穴风民宿，是
成都市区内唯一一家室内汤泉民宿；
隐咖啡是一家社区共享型咖啡厅，已
经成为社区青年社团的主阵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摄影 魏麟潇

30 年老楼变身电梯房

便捷生活

﹃
一键直达

﹄

闲置房间建成服务站

公共空间

﹃
蓬勃生长

﹄

老旧厂房充满文艺范 观光打卡“妙趣横生”

成都坚持以“智慧蓉城”建设为牵
引，推动实现超大城市敏捷治理、科学
治理。织牢智能安防网，统筹推进全市

“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慧眼工程”建
设，全面整合智能交通、车辆卡口、电子
警察、社会视频监控16.2万余路，全市
超4000个小区完成智慧安防建设改造，
实现自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高清率
100%、覆盖率100%、联网率100%。

东方新城二期距成都东客站东广
场直线距离仅200米，地理位置特殊，该
小区成为成都市网约房的“聚集地”。
截至目前，共有网约房889套，入住旅客
日均1500人以上。

网约房在卫生、消防等方面存在安
全隐患，客源构成复杂而监管缺失导致
小区平安建设事故多发，业主与旅客之
间矛盾纠纷较多。

诸多问题犹如一把结构复杂的锁，
如何将其打开呢？经过不断地摸索实
践，智慧治理成为一把关键钥匙。

住房总套数 889，使用套数 812，今
日 登 记 354，今 日 离 店 427⋯⋯4 月 23
日，在东方新城二期一间办公室内，这
些数据实时显示在屏幕上。“通过智慧
治理平台，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掌握这些
数据，一旦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预
警。”胜利社区党委书记于瑶对记者说。

智慧治理平台如何发挥作用，社区
民警易功志举了个例子，去年的一天，
平台突然发出预警，在小区里发现一位
可疑人员。社区立即将情况推送给了

他，他和同事马上到小区控制了该可疑
人员，经过调查发现，该可疑人员是一
名犯罪嫌疑人。“智慧平台对小区实现
了精准管理，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的放
矢，指哪打哪。”易功志说。

这只是平台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该平台具有实有人口房屋统计、社会治
理、城市管理、治安防控和大数据运用
五大功能，筑牢了小区的安全防线。一
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曾经，东方新城
二期是保和街道辖区，乃至整个成华区

最复杂的区域，而现在，小区连续 17 个
月无盗窃案发生。

东方新城二期入住旅客日均 1500
余人以上，每逢节假日，入住数据还会
不断上升，如何对旅客进行管理，保障
安全呢？

智 慧 治 理 平 台 在 小 区 门 口 就 设
下了第一道安全屏障，记者在现场看
到，当在网上预订了房间的旅客到达
小区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小区，而是
需要在门口的智能系统上进行登记，
在核实完身份后方可进入小区，进入
小区之后，可实现分类管理和可追踪
管理。

如果是可疑人员，在这第一道关口
就被拦下了。“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坏人
进不去，我们住得也放心。”在小区里预
定了房间的旅客小周说。

如此众多的网约房，分布在不同的
楼栋、楼层，安全怎么保障呢？社区联
合公安、消防、住建、环保等部门进行业
务指导，增设摄像头等安防设备，让旅
客住得安全。

在智慧治理之下，东方新城二期小
区出现前所未有的“三降一升”，有效警
情下降 84.6%，矛盾纠纷下降 82.1%，安
全隐患下降80%，群众满意度达95%。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文/图

今日关注：智慧治理

成都全市超4000个小区完成智慧安防建设

小区有了千里眼 安全再加一道门

旅客通过刷脸进入小区

航空花园小区党群服务站航空花园小区党群服务站

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中的店铺匠人里文化特色街区中的店铺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旧貌换新颜

年轻人带火消费年轻人带火消费
老年人生活和美老年人生活和美

四川日报讯 （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樊邦平） 5月5日，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于立军赴成都调研时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主
题教育的部署，按照“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坚持把
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
视整改、建章立制一体推进贯穿始
终，狠下实功、务求实效，高标准高
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于立军先后前往成都职业技术
学院、成都交子金控集团和成都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调研成都市属高
校、国有企业和市直机关主题教育
开展情况，了解学校企业建设发展、
退役军人服务、党的建设情况等。
于立军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
之重，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做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要聚焦真正的痛点堵
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好调查研究，抓
好时间和地点两个统筹，防止扎堆
调研，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
准、把对策提实；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借势借
力解决长期困扰发展的问题，确保
主题教育能真正推动发展；要认真
研究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中下属企
事业单位的主题教育，切实创新方
式方法，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
热情；要加强对主题教育的组织领
导，党委书记要把主题教育抓在手
上，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各
级党委要严格把关，强化分类实施，
强化督导指导，推动主题教育不断
走深走实。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5月6日，“传播红十字文化·点
亮新时代文明”成都市红十字会红
十字文化建设年启动仪式暨红十字
志愿宣传活动在成华区成都职业技
术学校、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金堂县成都文理学院同步举行。全
市红十字系统相关工作人员、相关
街道社区红十字会、学校红十字会、
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等 1000 余人
参加本次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纪念５月
8 日第 76 个世界红十字会日，发挥
红十字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力
军作用，活动创新采用“三会场同步
举行+全市红十字系统多元化体
验”的方式开展，启动仪式以红十字
精神为主线，串联“人道”“博爱”“奉
献”三个篇章，分别讲述了红十字人
在尊重生命、生命平等、守护生命中
的感人故事，以红十字身边人的事
迹引领更多人参与红十字运动。期
间，各区（市）县红十字会也同步配
合开展创文明典范、迎大运、“三献”
宣传、应急救护培训等志愿服务。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是城市里的‘第一响应人’‘急
救达人’‘生命守护者’，他们一个

‘闪亮’的义举，挽救的不仅是一个
生命。”成华区会场上，讲述人以平
凡之善为主题，娓娓道来一段段温

暖人心的故事。
同时，红十字服务场景“全市红

十字服务阵地”“红十字活动品牌”
和“红十字服务项目”在成华区会场
正式点亮，向全社会公布，让更多群
众认识红十字、认同红十字、参与红
十字。

启动仪式会场外，红十字文化
场景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展示救
援装备和普及救援技能的应急救援
文化体验、展示救护设备和普及救
护知识的“救”在身边文化体验，以
及普及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的生命
接力文化宣传体验。

不仅如此，现场还开设了面向
青少年的“灾难中的利己行为应不
应该被谴责”国际人道法辩论赛、青
春善言行体验课程和心理健康公益
课堂，充分发挥红十字工作育人作
用，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健康的人
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今年是成都市红十字文化建
设年，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在成都
建设一批红十字文化阵地、开展一
系列红十字文化主题活动、推出一
批红十字文创作品，推动成都市红
十字工作品牌知晓度不断提升，凝
聚社会各方人道力量，提高群众对
红十字公益事业的知晓度、认同度
和参与度。”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成都市红十字文化建设年启动仪式举行

红十字服务场景正式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