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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彩霞 施诗

本报讯“当时火光冲天，好几辆消防车都
来了，还好人没事。”回想起两年前电动自行车
自爆事故，周大爷还是心有余悸。周大爷所在
的松合小区是下沙街道的一个老旧小区，2004
年建成，共有楼宇14栋，小区里除了本地居民
外，还有不少在杭打拼的“新钱塘人”，整个小区
约有本地居民 280人，租客 2300人，此外有
1600余辆电动自行车。

据悉，该小区建成时间较早，但电动自行车
数量不断增多，充电设施供不应求，“入户飞线、
私拉乱接”现象严重，消防隐患一度成为社区居
民的“心病”。

2020年，松合社区将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
改造计划，全方位规划充电桩、停车空间。如

今，小区里建成了11个充电棚、200个充电桩、
楼道口增加112根隔离柱、楼道内灭火器补充
更换280个……通过一系列举措，有效解决了
小区的“充电乱象”，同时减少了安全隐患。

另外，松合小区还合理加装庭院内遮阳棚、
建设绿化带护栏等，加强供水、污水等地下管网
的管理。“这个改造真是改到我们心里了，居住
环境比以前好多了，住起来也更安心。”面对改
造后的松合小区，周大爷连连点赞，并对小区进
一步改造提升提出了新期待。

精神文明建设也是老旧小区改造中重点关
注的内容。如何让居民走出房门，感受小区文
化，提升归属感？松合社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松合社区通过打造15分钟生活圈、“四点
半课堂”特色品牌服务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建立民情议事平

台，注重从新居民中吸纳优秀代表参与网格治
理。“接下来将进一步开展配套设施升级改造，
以党建为引领，推进红色楼道党建项目工程，开
展楼道环境整治提升和微更新工程，着重打造
小区文化，提高居民文化素养，让居民融入小
区，共商共议小区事务。”松合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以旧改小切口深度融入共富宏观大场景，钱
塘一直在努力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共富幸福感。
据了解，2019年以来，钱塘区已经累计改造老旧
小区5个，涉及改造3430户。预计到2024年
底，全面完成28个小区改造，使24075户受益。

“我区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惠及民生的重要工
程，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老旧小区功能完善和
服务提升，让共同富裕成为人民群众可知可感的
幸福。”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个旧社区 建起十一个充电棚 竖起两百个充电桩

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通了！

“千亩粮仓”迎丰收
近日，临江街道“千亩粮仓”示范区内的晚稻迎来收割季。农户们抢抓农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快晚稻秋收作业，确保颗

粒归仓。该示范区位于原农一农二总场，总面积约1100亩。该区域全年主要种植早稻、晚稻、小麦、大豆及轮作蔬菜等。
近年来，街道致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健全。目前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000余万元，建成田间道路10余

公里，沟渠8公里。同时，街道积极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并利用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使示范区获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文/摄 记者 张华颖

■记者 董笑瑜 通讯员 高佳美

本报讯 村里闲置荒地变
身公园、盘活路边通道增设停
车位、绿化面积增加、休闲健身
设施焕然一新……近日，在河
庄街道建一村，一个个崭新明
亮的口袋公园十分夺目。

今年，建一村将“整资源，促
美好家园建设”纳入村重点工作
之一，启动实施村庄环境提升项
目，投入100余万元，利用村内
腾退地块、边角空间，建设停车
场、口袋公园，提升百姓生活的
幸福感。在建一村的努力下，村
内墙面、花圃、路灯等设施都得
到了改造，环境让人眼前一亮。
在提升环境美观度的同时，也为
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好
去处。

位于建一村3组的口袋公
园就是一个例子。在变成小公
园前，这里还是一块面积约500
平方米的荒地，“野蛮生长”在
主干道路边，不仅影响村容村
貌，还造成土地资源浪费。通

过村三委积极走访和可实施性
的规划，在广泛征集村民群众
的意愿后，建一村在此处规划
打造篮球场和停车设施，并配
套打造了文化墙、公园小景，丰
富了群众休闲健身生活。

此外，对于村2组群众经常
反馈的村道狭小，行车难、停车
难等问题，建一村在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协商后，利用拆除违
建土地腾出的空间，对村道进
行了拓宽和改造，配套了停车
位、绿化景观，大大改善了村庄
交通环境。

“这原来是一片废弃的荒
地，现在变成停车场了，不仅
我们停车方便了，周边的环境
秩序也变好了，真是一举两
得。”村民王先生说，“村内环
境改善了，我们住在这里，心
情更舒畅了。”

接下来，建一村将持续聚
焦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
治等工作，不断补齐村庄发展
短板，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提升
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闲置荒地变身公园

河庄街道建一村提升“颜值”

■记者 武佳奇 通讯员 蔡蓥

本报讯“大郑真是我们的
‘福星’，总是为我们谋福利，这
次的智能手机教学活动真是急
人所急。”近日，家住白杨街道
江滨花园社区的冀阿姨，在智
能手机课堂上喜上眉梢。

原来，前不久，冀阿姨收到
了孩子买给自己的智能手机。
想到以后经常可以和孩子视频
聊天，冀阿姨开心不已。然而，
阿姨发现自己并不会下载微信
等社交软件，一筹莫展。

冀阿姨口中的“大郑”是江
滨花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郑利红，还是一名常
态化核酸采样志愿者。“志愿服
务时，我就经常碰到一些老年人
手里拿着智能手机，但不会扫场
所码、搜索健康码。”于是，郑利

红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教
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郑利
红牵头组织了一场智能手机教
学活动。

几天后，“孝心智能化，走
进你我他”活动如期举行，现
场，志愿者通过PPT讲解、示
范演绎、一对一实操指导的形
式，围绕智能手机中的健康
码、行程码以及常用软件的基
本使用等内容，帮助老年人学
习智能手机。

据了解，江滨花园社区有
老年人223名。“郑利红作为社
区老年人的桥梁，她总是能发
现一些问题，及时和我们反映，
并配合社区开展各项工作。”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以来，社区共开展针
对老年群体的相关活动60余
次，服务500余名老年人。

“大郑真是我们的‘福星’”

热心社工急老所急为老解忧

文化融合 唱响美好生活协奏曲

■许莉莎 武佳奇

一江碧水东流去，两岸宏图次

第开。在钱塘白杨，“弄潮儿”精神

在时代潮涌中被不断继承和发

扬。从“向潮水要地，向海涂要粮”

的拓荒围垦，到打造现代化都市型

城区的时代新篇，白杨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在钱塘江畔筑

起现代新城。

社区虽小，却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在白杨，25个社区，既是

社会的“神经末梢”，也是群众实现

宜居宜业、舒心安心等愿景的载

体。街道正以基层党建为统领、居

民需求为导向，着力把最小单元的

力量凝聚起来、激活起来，提升现

代社区治理实效，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现代化社区。截至目前，邻

里、朗琴、云滨、江潮、伊萨卡、大

北、东湾共7个社区获评杭州市国

际化社区示范点。

本期《白杨家 国际范》报道，

我们走进东湾社区，了解该社区

如何建设现代社区，成长为“国

际范”！

多元共治 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

“白杨家国际范”系列报道：

白杨街道：社区建设国际范儿 提升居民幸福感

白杨街道拥有全省最大的高教园
区和实力强劲的工业园区以及长达约
14公里的钱塘江“最美东部湾”。宜学
宜业宜居的环境品质吸引了大批外教、
留学生、外资企业高管、外籍创业者以
及海归高端人才入住，国际化社区也随
之发展壮大。东湾社区便是其中一道
生动的国际掠影。

而现代社区建设，必须建强基层党
组织这个战斗壁垒。针对人员结构多
元复杂、居民需求各不相同等问题，东
湾社区成立了国际化社区建设专项工
作小组，定期分析总结国际化社区治理
的重点和难点，听取不同群体的治理建
议，同时整合党建联建成员单位资源，
成立“五共东湾”大党委。

“今年来，社区在职党员报到100
余人次，党群服务微平台共发布微心愿
80余条，认领80余次。我们还联合区

人民检察院第一党支部开展了美化环
境等多场活动。”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一网多员、同格同责”原则，社区
成立由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物业人
员、楼道长组成的党建网格议事厅——
邻里圆桌荟。无论大小事务，只要居民
关心，都可以在圆桌会上商议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国际化社区
治理效能，社区鼓励外籍居民担任楼道
长，与社区共同探讨小区治理相关经
验，例如社区多次与外籍居民楼道长探
讨国外垃圾分类的先进做法，力图探索
出一条适合本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
的“东湾道路”。

此外，在打通社区治理的“神经末
梢”上，社区还着力完善“八方联动，三
会三制”协商机制，推广建立民主恳谈
会、民主协调会、监督合议会、公示制、
责任制、承诺制，推进居民民主决策和

管理。目前，社区已完成小区监控升
级改造、高空抛物监控加装、游乐设施
提升、登高带整改等一系列民生工程，
解决如爱心车位、二次供水、便民坡道
改造等重点问题20余个，开展邻里互
助等暖心服务 100余次，社区品质逐
步提高。

“疫情期间，考虑到外籍人员居家

健康观察期间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社区
工作人员为他们建立了单独的居家健
康服务群，解决各个环节的沟通问题。”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创新线上协
同的方式，东湾还建立外国友人互动交
流微信群，不少精通外国语言的社区居
民也一同加入了帮忙收集外国居民诉
求的队伍中。

在白杨街道东湾社区1600平方米
的党群服务中心内，孩子可以在这里跳
舞、画画、看书，老人在这里挥毫、下棋、
聊天。在这一方天地里，社区里的“一
老一小”生活惬意。

据悉，社区设置了法律援助中心、阅
读室、运动健身区等13项功能区，实现
无线网络全覆盖并配备无障碍设施，为
中外居民提供办公议事、教育活动、居家
养老等全方位服务。同时，还在图书阅
览区设置了英语学习角，每周开展英语
口语、书法课及亲子双语绘本阅读活动，
为中外居民搭建学习与文化交流平台。

在道路指示牌、办事大厅、综合活动
室、文化家园、应急避难等各类场所，社
区均配备中英文双语标识、无障碍设施
和应急物资，为外籍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使外籍居民远在他乡也能“宾至如归”。

此外，社区设有国际化接待窗口，
接待人员由社工、大学生志愿者、居民

志愿者以及外籍志愿者组成，协助外籍
人员预约疫苗、核酸采样、申领健康码
等事宜，并发放中英双语、图文并茂的
防疫指南、温馨提示等，营造宜居国际
化社区氛围。

精细化打造公共空间的同时，社区
逐步推动多元服务共享。社区联合社会
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打
造社会工作实践基地，探索专业化社会
服务项目。积极培育舞蹈社、篮球社、调

解团等21家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调动
中外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各类活动。

“既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
交融，又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
使国际化社区成为多元文化共存、交
融、发展的精神家园。”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外籍居民在社区占据一定比
例，不同国籍、种族、民族、文化背景、思
维方式、社区理念的成员交汇共生，社
区每年都会开展不同主题的英语课程，

例如，亚运会的历史来源、各项竞技项
目的相关介绍、亚运文明用语等，带领
居民参与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使得
多元文化共融的理念深入居民心中。

每到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社区
则邀请外籍居民参加“外国人眼中的
春节”“元宵节英语灯谜”“中秋团圆
宴”等文化活动，一起包饺子、做月饼、
写春联……加深外籍居民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从阵地建设到文化共融，东湾社区
的一系列举措亮点纷呈。这每一步，都
是白杨街道在不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互动，强化社区文化认同的佳例。接下
去，以东湾社区为掠影，街道将继续深
化国际化社区品牌建设，积极搭建国际
交流活动平台和国际社区服务平台，全
方位、多维度打造外籍居民与本地居民
和谐相处，本土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互交
融的新型国际化社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