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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愁：这么多流浪动物

“冬天天冷，停车场里时常有猫钻
到熄火后温暖的车底，有的小猫钻进
发动机里，我要把车开到修理店才能
将猫折腾出来。”已在海天社区居住了
十多年的居民吴红萍说。

遗弃、走失、繁殖，是流浪动物的
重要来源。毗邻钱塘江的海天社区辖
区面积0.25平方公里，海天城小区共
25幢居民楼，总户数3051户，总人口
数1.2万余人。基于庞大的常住人口
以及为数不少的流动人口，海天社区
居民中饲养动物者不在少数，不少流
浪动物也居住在社区里。

据了解，海天社区常年有100余
只无主流浪猫在社区内活动。春秋繁
殖季节的猫叫声、冬季猫钻到车底等
问题一直是社区居民的困扰，不文明
饲养、投喂流浪动物等问题也是海天
社区海天城物业服务中心时常收到的
居民投诉。

“现在投诉已经少了很多。”吴红
萍已在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了三个月，
居民与物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让她
更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

社区动物管理与保护的改善源自
海天动物文明建设协会（以下简称“动
文会”）的成立。这个自治性质的社区
社会组织由各社区的业主或客居志愿
者发起，2021年1月通过所在社区居
委会备案，同年9月确认成立，获得在
社区内开展动物保护和动物管理公益
活动的合法身份。

关注：流浪动物到哪去

海天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白
杨街道动物文明四方共建示范社区、

海天动物居民委员会等几块门牌挂在
海天城小区边缘的临街商铺上。此处
本是闲置房，现在既是动文会开展志
愿服务的工作地点，也是三十多只流
浪猫的临时安置点。

安置点是门面不大的两间房子，
内部用纱窗隔开一间专门安置生病的
猫。除了年纪较小的猫和绝育后需要
休养的猫关在笼子里外，其余的猫自
由地在另一个房间活动。动文会志愿
者怀甜甜走进安置点，四五只猫就围
了上来，一只黑白相间的猫还钻进她
的怀里撒娇。

如今，动文会注册的志愿者已有
100多人，志愿者们在群聊中接龙值
班安排，轮流进行安置点的每日值班
工作。

“安置点里的猫多是抓捕后绝育
的，还有一部分猫能够在室内饲养，
就留下来了。领养是猫最好的归宿，
每个月被领养走的有四五只。”怀甜
甜说。

动文会的微信小程序里有待领养
猫的信息，包括品种、性格、是否绝育、
是否注射疫苗等。

安置点能容纳的猫数量有限，一
部分流浪猫在抓捕绝育后会被志愿者
放归。海天城小区内设有20多个投
喂点，投喂点的设置尽量远离人群，每
个投喂点的守护人会定期添加猫粮和

水，保障小区内流浪猫基本的温饱。

新风尚：动物文明建设

“由于小区采用封闭式管理，流浪
狗很少，流浪猫居多。”海天社区工作
人员陈力钦说，“城管工作人员、居民
如果发现流浪动物，就会与社区沟通，
我们再反馈给动文会处理。”

社区通过为多方搭建沟通桥梁，
让动文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窗口。
动文会的专业性和非营利性，都让这
个组织在流浪动物管理与保护方面做
得十分出色。

“设置临时安置点主要是为绝
育的猫提供休养点，可以减少猫在
治疗上的花费。”动文会会长、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叶芳
说，“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除了动
物医疗上的花费，还需要保障它们
的温饱。”

抓捕、绝育、放归或者领养，动文
会的系列措施让小区内的流浪动物在
数量上得到了控制，也有效限制了流
浪动物侵扰居民。

在海天城小区地球广场，动文会
竖立有系列宣传展牌，形成动物文化
广角。宣传内容包括文明养犬养猫规
范、动物文明监督制度等相关内容。
居民楼的电梯内，张贴有动文会的招
募海报。

社区动物日、宣传日等宣传活动
经常在海天城小区地球广场举办，动
文会志愿者组织社区居民、周边中小
学生、高校志愿队、社区商家等共同
参与游戏、物品义卖、免费注射芯片
及狂犬疫苗等宣传动物文明。

行动与宣传上的双重举措，让海
天社区在管理与保护流浪动物上取得
了独特的成功经验。动文会与社区居
民共同建立起善待动物、文明养宠的
动物文明，周边观澜社区、朗琴社区成
立试点，“海天模式”相关经验还撰写
成文后进行分享。

今年 8月 27 日，由动物法治论
坛、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海
天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主办，北京
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协办的“基
层社区人与动物矛盾治理创新”专题
研讨会在海天社区活动室召开，正式
发布《2020-2023基层社区动物文明
建设白皮书——人与动物矛盾治理
新模式》。

新家园：动物也是居民

海天社区动物居民委员会（以下
简称“动委会”），由杭州市钱塘区海天
社区居委会、动物文明建设协会、业委
会和物业等社区动物文明共建的四方
联合，于今年3月25日成立，为专门
处理在海天社区出现的动物问题和与
动物有关的事项。

动物也是社区的居民。领养代替
购买不仅是动文会的理念，通过数年
的工作，动文会与居民们在善待动物
与文明养宠上已经建立起了动物文
明，动委会成立让动物真正成为海天
社区的居民。

陈力钦家中养有鹦鹉，10岁和6
岁的女儿非常喜爱小猫，常到动文
会安置点与猫玩耍。当女儿们提出
希望饲养猫时，陈力钦告诉她们：

“养小动物不能只有兴趣和爱好，更
重要的是要有能力有责任心去照顾
小动物。等你们心理上和行动上都
做好准备，可以自己照顾家庭新的
动物成员时，家里会出现你们喜欢
的小猫。”

■记者 陈奕钧 通讯员 尚丽 蔡晓虹

本报讯 近日，由区城发集团市政
公司养护的高教西公园项目荣获

“2023年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
林工程奖（养护类）金奖”。

高教西公园位于下沙大学城西侧，
总面积近19万平方米，绿地面积达13
万平方米。园内小桥流水、亭台楼阁，
一年四季皆是景、春夏秋冬各不同，环
境优美、可玩可赏。自2013年开始，在
市政公司的精心养护下，公园屡获殊
荣，2016年被评为杭州市“优质公园”，
2017年至2020年连续4年荣获杭州市
区“优胜公园”称号。

“这里在2014年被建成为开放式
公园绿地，在养护之初面临重重困难。
一方面，土壤盐碱化问题导致保水及保
肥透气能力较差，园内高大乔木较多，中
层亚乔灌木密集，整体环境较为郁闭，小
灌木出现长势衰退、稀疏等现象；另一方
面，公园无固定出入口，人流量较大，踩
踏现象时有发生。”市政公司有关负责人
回忆，“优质优胜优秀”的高教西公园，也
曾面临窘境。为解决这些难题，养护团

队因时制宜，按需调整工作人员队伍，并
认真制定了园区养护计划。

以绿地管理为例，长期以来，团队
对园内长势差的植株重点关注，以修剪、
水肥控制及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举措推
动植物长势均衡，确保植物按照规律及
特点良性生长，形成美观、协调的形体。
为营造“花满杭城、飘香亚运”的浓厚氛
围，今年，养护团队还运用飞燕草、花叶
玉簪、夏鹃等10余个品种制作镶边花
镜，并在路侧制作了2组以“亚运”为主
题的小品，新建体育及儿童游乐设施等
增强互动性，受到不少市民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公司与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实施了“绣球园共建”
项目。该项目通过区校联手共建园艺
技术实训基地，将公园打造为植物科普
教育基地和教育生活互动园区。今年
6月，双方联合申报的《区校合力为亚
运添彩》获得“2022年度钱塘区政校企
党建融合优秀案例”。

如今的高教西公园，步步成景、美
不胜收，不仅满足了群众休憩、运动、科
普等多元化需求，还进一步彰显了钱塘
亮丽的环境底色。

■见习记者 王通 首席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周佳

文明养宠、流浪动物管理与保护一直是城
市社区的“棘手”问题。在白杨街道海天社区，
“海天模式”已经运行两年有余，是处理这一问
题的良方。“海天模式”建立起的动物文明，不仅
辐射影响了周边社区，还形成了基层社区治理
的白皮书。

一年四季皆是景 钱塘有个“三优”公园

■记者 王基诺 通讯员 高加南 董超君

本报讯“安全教育要从小做起，特别是
反诈教育，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有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的意识，将其当成一门功课做，这样才
能打好反诈根基……”近日，在新湾街道新宏
社区的警校课堂上，民警田刚强化身老师，走
上讲台。

新湾派出所新宏联勤警务站前不久迎来了
一大批“幼苗”，他们是潮悦幼儿园中班的小朋
友，也是本次社区警校授课对象。

课堂上，田刚强以动画片的形式，生动地向
小朋友们介绍了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的
诈骗有哪些以及如何去防范，风趣幽默的语言
引起阵阵笑声。在课程的最后，田教官还与小
朋友积极互动，在水电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治安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开展问答与讲
解，现场氛围活跃。

课程结束后，在田刚强的带领下，小朋友们
参观了新宏联勤警务站。通过教官的讲解，小
朋友们进一步了解警务站的运作，特别是“新湾
平安里”的理念，明白了每个人都是平安新湾的
建设者，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田刚强还组织小朋友们开展室外消防安全
教育课，教会孩子们简单地使用消防器材。

小小警务站 安全大作用

■首席记者 张楠楠 通讯员 韩栋奇

本报讯“火星村4组的老年房里有个马
蜂窝，希望能帮忙摘除。”近日，义蓬街道火星
村网格员小徐接到求助信息，随即前往现场了
解情况。

“原本我以为是蜜蜂，就没放在心上。直到
今天看到一指长的马蜂停在蚊帐上，被吓了一
大跳。这要是被蜇到就麻烦了。”发出求救的老
人告诉小徐。经初步查看，该处老年房为楼板
结构，马蜂窝可能藏在比较隐蔽的角落，小徐立
刻联系了消防部门前来救援。

消防员根据现场情况，要求房屋内人员尽
量外出，防止清剿过程中蜂群涌出造成危害。
随后，两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穿好防护服、戴好
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配上杀虫剂和清剿工具，
开始爬上楼板进行定点清除。消防人员一边向
墙缝喷洒杀虫剂，一边使用水泥对墙缝进行封
堵。经过十几分钟的处置，马蜂窝被成功封堵，
墙体上的裂缝顺利弥合，周围逃出的残蜂也被
杀虫剂逐一消灭。

在确认现场没有危险隐患后，消防员向指
挥中心报告了现场情况。老人紧紧握住两个小
伙子的手不停道谢。

应急联动解民忧 摘除蜂窝护平安

■通讯员 沈丹妮

“这个机器真方便，测好血压血糖，数字都
显示在屏幕上了。”村民韩大伯笑着说道。近
日，义蓬街道新庙前村文化礼堂内，出现了一位
智能“医生”——健康一体机。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只需刷身份证，智
能语音助手便会自动提醒检测流程和注意事
项，不出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体检并查看体检报
告。健康一体机还能保留历史体检数据，便于
村民掌握阶段性身体情况，做出及时调整。除
此之外，这位智能“医生”还开设了心理测评模
块，针对情绪健康、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等12
项常见心理问题，提供分析报告和相应心理疏
导小贴士。这些高效、精准、便利的背后，都是
数字智慧的力量。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健康一
体机”的投入使用，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
乡村健康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和精细化程度，让
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民医疗服务，真切回应
了村民的健康诉求。下一步，新庙前村将继续
挖掘数字优势，搭建数字平台，打通数字服务

“最后一公里”。

家门口的智慧“医生”真方便

■记者 陈奕钧 通讯员 盛霞

本报讯 前进街道附近产业带聚集，各类
重型大货车来往频繁，车辆来回碾压，沥青路
面出现反复开裂、坑槽等病害，导致车辆行驶
颠簸。近日，区城市管理局发起沥青修复专项
行动。

在第一期专项行动中，经过严密排查，安排
工作人员率先对东一路江东五路、绿荫路、梅林
大道进行集中修复。工人带齐材料、工具，全身
心投入，处置完这个点，马上又奔赴下一个维修
点。初步统计，他们当天共铺设沥青约400平
方米。

尽管沥青铺设工序不多，但每道工序都有
明确的标准。工人们严格按照工序，确保“最多
铺一次”，提高铺设效率，最小范围内减少对于
过往市民出行的影响。

后续，区城管局将继续严密排查，做到”查
到一处、铺设一处”。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给
道路盖上一层新“棉被”，同时用最短的时间保
障前进街道居民出行安全。

秋冬来临 给道路盖上新“棉被”

“海天模式”运行两年 动物之“家”变化喜人

QIANTANG NEW AREA DAILY

■首席记者 张华颖

好看的美丽庭院你或许见过，“好
吃”的美丽庭院你见过吗？这些天，漫
步在临江街道萧东村，最引人注目的就
是家家户户院里“好吃”的风景线。

在萧东村四工段横河边，家家户
户都在围墙内建起了菜园子。整齐统
一的栅栏里小径纵横，菜地里各种各
样的家常蔬菜在村民们的照料下茁壮
生长。

菜园版美丽庭院其实来自村民代

表的建议。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卫芳与
村党总支委员倪红丹在收到村民建议
后，广泛走访，发现萧东村百姓对菜园
版庭院有着很高的热情。“村民们的院
子很大，沙地人又会过日子。比起我们
之前计划种些花花草草，确实是改造成
菜园更合适。”倪红丹说。

如今改造完成，原本村民们堆着杂
物的空地变成了小菜园，远看绿植叠
翠，走近一看，好看的也是“好吃的”。

“我儿子喜欢吃玉米，在家门口种
上玉米，今年夏天我们家实现了玉米自

由。”“你看我这‘上海青’长得多好，别
看有虫眼，这恰好证明绿色无公害，吃
着可放心了。”“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
家的萝卜这几天丰收了……”说起自家
的院子，村民们有道不完的话。

菜园版美丽庭院还有别于普通的
菜园，萧东村委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墙
绘、盆景、旧物改造等方式对庭院进行
了整体环境面貌提升。例如，由“临家
伢儿”在暑期活动中改造的亚运风“酱
菜坛”变身花盆融入了美丽庭院；废弃
旧浴缸里种上了玫瑰；“我在萧东有块

田”“来萧东过向往的生活”等写在路牌
上的“庭院宣言”，更是给庭院增添了一
些时尚气息。

美丽庭院成就美好生活。倪红丹
说，菜园版美丽庭院广受村民好评，如
今不用村委过多管理与监督，村民们都
能把院子、菜园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干
干净净。在四季蔬菜的成长中，“一时
美”的院子变成了“时时美”的萧东风
景。截至目前，临江街道萧东村已建设
区级美丽庭院示范户14户，示范带2
条，在建1条，涉及农户数19户。

临江这些美丽庭院 好看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