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钦正 编辑：王辉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徐敏

05
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要闻·专刊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洁齐美”与“烟火气”共融
彭州市探索“美丽街区”建设新模式

依托“金角银边”建设生态游园
打造和美便民的城市宜游空间

有特色主题、有漂亮景观、有便利设施，这
是望蜀里“美丽街区”给人的第一印象。自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围绕“安
仁市井”特色主题，挖掘街区历史文化资源，重
点实施道路改造、墙面美化、景观绿化节点打
造、临街商铺户外广告招牌品质提升和休憩娱
乐场所建设五大建设内容，并对街道座椅、市政
路灯等城市家具进行提档升级。

依托街区“金角银边”地带，彭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完成了主题为“户外劳动者港湾”的生
态小游园建设，增加近700平方米公共开敞绿化
空间。园内建有景观化地埋式垃圾收集桶、城
市美容师工作室等环境基础设施两座，使其具
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环卫工人作业休息
等硬件条件，让游园不仅美化街区，更发挥出服
务城市环境保洁的功效。

聚焦群众户外出行“休憩难”问题，彭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建设了“安仁小憩”城市驿站，
配置 WiFi、手机充电、微波炉、急救箱等便民设
施，引进安装可回收物智能投放设备，为市民增
添安心便捷的公共休憩空间。同时打造便民饮
水点 1 座，免费向群众供应开水、直饮温水及纸

杯，每日服务量超2000人次。

多向激发城市基层“治理活力”
建立精细高效的日常管理机制

好的街区环境，离不开精细高效的管理机
制。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方面，彭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坚持党建引领，加强“美丽街区”党建
联盟、物业党建、社区党建及“两新”领域党组织
建设，推行“城管+物管+社区自管”模式，搭建

“茶话会”“圆桌会议”等沟通平台，强化管理执
法人员、商业综合体、行业协会、市民群众等多
向沟通联系，及时解决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商

家经营等问题 43 个，并依托城市环境品质提升
“随手拍”微信小程序，鼓励市民群众拍照上传
街区问题，累计兑现电话费奖励8万元。

为了提升环卫保洁效能，彭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严格按照“一级道路”标准清扫管护街区环
境，建立“三大员”队伍（文明劝导员、分类宣传员、
市容维护员），强化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并根据街
区实际情况运用“机械+人工”方式实施精细保洁，
确保道路见“本色”、街区靓丽美观、市容清新整洁。

在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推动下，街区
内“双街长制”覆盖率达100%，同时深化“微网实
格”治理机制，以小区、街巷、街区为单位实行
点、线、面划分，通过定人、定岗、定责，加大对

“美丽街区”店外违规占道经营、污染路面环境
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打造特色美食街区
营造“彭派魅力”的烟火气息

“高颜值”和“烟火气”并存，是望蜀里“美丽
街区”的一大特色，这里既有环境优美的景观游
园，也有热闹繁华的美食街。

为了营造浓厚的烟火气息，彭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对有户外经营需求的 12 家商家开展
了指导、协商，在不影响行人通行、符合周边环
境要求的原则下，结合街道景观绿化节点，科
学设置外摆区域 5 处，增加临街商铺经营面积
近 500 平方米，形成“室内+户外”的立体商业
生态。

为充分挖掘利用彭州特色美食产业，彭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选取临东大街一侧区域，打
造了彰显本地特色的“望蜀里 567”美食街，增设
餐饮销售摊位50个，通过设置特色标志牌，统一
摊区色调、招牌等，构建高品质夜间户外消费场
景，将其自然融入城市商圈风貌。在此基础上，
当地社区牵头引入轻质模块化街区营造理念，
依托“户外劳动者港湾”主题生态小游园，铺装
建成 9 个特色商业集装箱，梳理社区公共资源 4
类 32 项，辖区全品类资源 12 类 502 项，打造开放
共享的“檐里·有请”金彭好物步行街。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美丽街区’建设，不
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努力让城市发展
更有温度、市民生活更有质感！”彭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欧阳文锦 宋真明

望蜀里“美丽街区”俯瞰图

走进李一氓故居，感受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漫步安仁东街小游园，体验蜿蜒小径、绿
树成荫；打卡特色美食街，品味城市烟火气，解锁多彩“夜生活”⋯⋯这就是彭州市望蜀里“美丽
街区”的日常画面。46400平方米的面积虽不算大，却浓缩了整个彭州的幸福和美好。

2023年以来，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推进“美丽街区”建设，以“卫生美、秩序美、设施
美、形态美、风尚美、智治美”为核心目标，围绕“品质公共设施、共建共享场景、多样活力商业”
三大主题，因地制宜推进望蜀里“美丽街区”建设，让城市环境“洁齐美”和老城街道“烟火气”相
伴共融，为探索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成都篇章的彭州表达提供新动能。

“户外劳动者港湾”主题生态小游园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洪继东） 一条笔直的水
泥路从田间穿行而过，工作人员正在仔细地测量道路的长度和
宽度⋯⋯这条位于新都街道新店子社区、编号为 2022L045 的田
间道路，正在接受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审计。

今年以来，新都区通过“惩防治”一体推进，推动监督和监管有
机融合，对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核查，区级验收阶
段对照批复的实施方案、招投标（采购）文件约定、调整变更方案和
相关技术标准，全面查验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和参建单位工作
开展情况，逐项核实项目建设内容数量、质量，结合竣工结算审
计。对建后管护方面还要重点验收项目区是否存在“非粮化”行
为，一经发现立即“一票否决”，限期整改到位后方可通过验收。

在新都区纪委监委第三检查室的指导下，目前4大类16个问
题已全部整改完毕，工程建设中涉及损失浪费风险的91.21万元
财政资金已全部追回。针对2023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方
面加强合同管理，同时通过航测和实地踏勘精准剔除“非粮化”图
斑，项目矢量图斑已报经区规自局、市农业农村局、省农业农村厅
审核通过，在“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上图入库。

本报讯（谢柳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佳丽）“针对目
前发现的问题，请各负责人务必认真对照台账，分析原因，立行整
改，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完工。”这是近日成华旧改公司纪委派驻监
督专员在101研发总部项目工程现场开展监督检查时的场景。

今年以来，成华区纪委监委聚焦全区重点项目工程延伸监
督“触角”，创新监督形式，派驻蹲点监督专员。以“蹲点”方式，
紧盯工程建设重点岗位、关键环节，从项目立项至验收阶段，会
同区国资和金融局以及 6 家区属国有企业，围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区委“631”重点项目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选取
2023年度“蹲点监督”重点项目，制发《工作方案》，形成由区纪委
监委机关牵头，派驻区国资和金融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推动，区纪
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受理处置问题线索的工作格局，分层分
级压紧压实责任。此外，为持续擦亮国企清廉底色，重大项目开
工前，6家区属国有企业分别与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
订《廉政承诺书》《廉政合同》，在项目现场设立举报箱和监督公
告栏，畅通网、微、电、信等监督渠道。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治学严谨，待人仁
心”这是青羊区推荐的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严梅家庭的家规家训，
其家庭致力于中医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示
范作用，近日入选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评选公示名单。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羊区纪委监委把家风建设作为廉洁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拍摄制作革命烈士
车耀先家规家训故事片《六字诫训 垂范后世》，联合区妇联等深
入开展“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掘并报道一批具
有正面引导效应的家庭故事，以优良家风带民风促社风。各街
道社区结合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以组织参观天
府家风馆、开展“道德讲堂”“亲子讲堂”等方式，引导社区居民自
觉建设良好家风。

与此同时，青羊区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作风建设一体推
进，同时严格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加大领导干部“八小
时以外”监督力度，督促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管理规定》，此外还通过通报曝光家风不正典型案例，警
醒党员干部及家人汲取教训，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依托社区生活
空间设立廉洁议事区、廉洁文化课、清廉志愿站，推出“大慈雅
韵”“蔓满谈”等社区服务品牌⋯⋯29日，记者从锦江区纪委监委
了解到，今年以来，锦江区把纪检监察工作与社区治理有机融
合，在全区开展“锦善锦美·监督有我”活动，试点打造清朗社区，
推动解决基层社区治理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为提升基层监督质效，锦江区纪委监委探索实施“群众点
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工作机制，依托“微网实格”
推动社区监督力量进网入格等，深入查找社区在行使“微权力”、
政务服务过程中的廉政风险点，全面了解群众在参与社区治理
中的意见建议或对部门、街道、社区的诉求，找准社区治理、监督
困局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我们要充分发挥监督在基层
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群众参与到监督中
来。”锦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廉元素”转化为
锦江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高质量建设“品位锦江·幸福城区”。

从年轻医生变成“老”专家
诊治2万多名艾滋病患者

2003 年“非典”暴发，当时正在医院实
习的杨彤彤见证了白衣战士们和病魔殊死
拼搏的场景，被深深打动。毕业之后，她毅
然决然地选择走上传染病防治这条道路。
2005 年，抱着探索新领域的好奇心，杨彤

彤进入了艾滋病专科病房工作。
在艾滋病专科病房工作的第一年，杨彤

彤成功治疗一名晚期艾滋病患者的经历，再
一次坚定了她要在这个领域扎根的决心。“当
时那个患者病情非常危重，完全丧失了生活
自理能力。经过专业治疗和家属的精心护
理，他后期恢复得很好，重新回到了工作岗
位。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抱着满腔热情探索全新领域，这一探

索就探索了 18 年。杨彤彤也从一名年轻
医生变成了一位老专家。她告诉记者，保
守估计，自己目前已经差不多诊治了 2 万
多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存在职业暴露风险依旧坚持
呼吁给予艾滋病患者更多关爱

每天接触艾滋病患者，会不会存在职业
暴露的风险？答案是肯定的。做穿刺、采血
等有创操作都免不了和艾滋病患者的血液、
体液发生接触。尽管临床工作中都会规范地
采取相关防护措施，但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生。

杨彤彤回忆，自己工作的第 3 年，在抢
救一名患者时，就不慎被患者用过的注射
器针头扎伤过，尽管事后紧急服用了阻断
药，但当时还是很害怕。“现在，我和同事们
对待艾滋病的心态都是很平和的，我们觉得
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希望
大家不要区别对待，不要歧视。同时，呼吁
大家给予艾滋病患者更多的宽容和关爱。”

除了常规的临床工作，杨彤彤还深入到
学校和社区，对学生群体和社区人员进行抗
艾防艾相关宣传。“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让更
多人了解艾滋病相关的知识，知道如何预防
艾滋病，并帮助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张伟进
受访者供图

出圈
年轻人钟爱“集章式旅行”

为盖章排起长队

带着明信片、手账本出行，沿途收集各
个景点的特色印章。旅行一趟，除了满满
的照片和回忆，还有厚厚一叠印满印章的
本子，这种通过盖章留下独特旅行记忆的
方式，就是“集章式旅行”。

从“小众”到“主流”，“集章式旅行”在
短时间内迅速“出圈”，并展现出超强的引
流能力。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印章也在年
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活力。不少集章爱好

者会专门收集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印章，一
些关于古建筑印章、古诗词印章的分享更
是在网络平台收获了不少流量。

29 日，记者在成都博物馆里就看到有
很多人排队盖章。“对孩子来说，看完展览
再集一个印章，回去以后能够对成都文化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带着孩子来集章的
北京张女士告诉记者，随着“集章式旅行”
的热度日趋走高，各个景区和文博场馆开
始陆续设置专门的印章点，不少印章将景
物特质、馆藏特色等元素融入其中，配以不
同的印章本，让游客体验更加独特。

年轻人为何钟爱“集章式旅行”？除了
留念，也有成就感和社交属性的因素。集
章后，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收获满足
感。文创产品的“悦己”功能越来越突出。

年轻人更加关注自我和内心，希望从一种
行为当中获得成就感。

缘由
印章款式多样、设计精美
背后是独特的文化视角

印章款式多样、设计精美，大多和城市
文化相关。对集章爱好者来说，集章纪念
感满满，用一枚枚图章记录去过的每个地
方，翻开它就能想起当时经历的点点滴滴，
比翻看照片有着更细腻的感受。

在刚结束的成都双年展上，双年展的印
章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因使用过于频繁，双
年展的印章更换了3次。在成都市美术馆设
计师吴黎妮的眼中，印章的背后透露出了城

市独特的文化视角。从事视觉设计的她在
2022年时，偶然尝试为美术馆做印章设计，
没有想到效果意外的好，受到了观众的欢
迎。双年展的部分印章也出自她之手。

设计印章有何诀窍？吴黎妮透露说，设
计印章需要根据不同的主体提取重要的元素
进行设计。每个展的风格不一样，印章也需
要融合表现，需要加入文化的元素。“年轻人
喜欢打卡，能代表一个展，简单流行的，他们
一般都很喜欢。”吴黎妮表示，更重要的是，印
章要展现城市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吸引观
众。一座城市的文化宝藏，需要人们用心地
挖掘和传承。通过创意为城市的打开方式创
造更多可能，实现人与城的“双向奔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王茹懿
受访者供图

锦江区：

提升基层监督质效 试点打造清朗社区

青羊区：

传承好家风 筑牢家庭廉洁防线

成华区：

创新开展“蹲点式”监督 前移监督“触角”

集章游出圈背后的成都设计力

如果留心，你会发现在年轻人中
流行起了一种与城市互动的新方式
——集章。City walk中的集章游现象
有点火。从文创园区到博物馆⋯⋯成
都各大机构推出文字类、城市地标类、
创意符号类等的成都主题印章，成为
城市文化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让年
轻人趋之若鹜。小小印章不仅仅是一
种装饰品，更是一种成都独特文化内
涵的象征，传递出了城市设计力。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医生杨彤彤：

扎根传染病防治领域18年
诊治2万多名艾滋病患者

从2005年进入艾滋病领域到现在，杨
彤彤几乎每天都在和艾滋病患者打交道。
从早上到晚上，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医
院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作为成都
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副主任，她
的身影整日往返于感染科病房和门诊之间。

11月29日，记者来到成都市公共卫生
临床医疗中心，见到了正在感染科忙碌工作
的杨彤彤。“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
和艾滋病‘交锋’。传染病工作岗位特殊，
存在职业暴露感染风险。但每每看到经过
治疗的患者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就会有满满
的成就感推动着我继续前进。”杨彤彤说道。

开栏语
为号召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

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艾滋病，世界卫
生组织1988年将每年的12月1日
确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
是“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即将
到来之际，本报开设“凝聚合力共
抗艾滋”专栏，为大家讲述感染科
医生扎根艾滋病防治领域 18 年的
故事，带来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权威
科普，详解艾滋病传染的警示案
例；在这里，我们呼吁宽容与关爱，
我们消除恐惧和误解，我们倡导凝
聚合力，共抗艾滋！

新都区：

“惩防治”一体推进 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

观众在成都博物馆的集章册上盖章

工作中的杨彤彤

天府书展上市民为集章排起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