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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1日文明创建

绿植微景观美环境 自治停车位暖人心
——北京市下岗胡同创新推动街巷治理

下岗胡同位于金融街街道二龙

路社区，北起小口袋胡同，南至二

龙路，全长150余米。原为明建京城

时废弃的一处旧城墙，因历史变迁

而成岗丘残垣，民舍位于岗丘之下

者即为下岗，清代称“下岗儿”，

1965年改今名，与之相对的“上岗”

已经消亡。

绿植景观
胡同居民休闲新去处

过去，下岗胡同曾饱受居民诟

病，胡同西侧的一家医院门口，三轮

车和自行车络绎不绝，来往行人随

手丢弃的垃圾导致胡同又脏又乱。

自从 2017年开展疏整促工作以来，

下岗胡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后，街道拆

除了二龙路医院南楼的违建，医

院东侧墙面空调室外机也被拆除

了，街巷变得干净整洁；胡同东侧

垃圾楼墙面经过整体粉刷后，与

胡同的整体“气质”保持了一致；

同时，街道还协调工作人员修复、

美 化 了 胡 同 南 口 西 侧 破 损 的 墙

面，使其与整治后的街巷环境相

协调。

按照居民需求，金融街街道对

胡同北口约 80 平方米的绿地进行

了美化改造，新增了藤架、月季花和

休闲椅，成了居民休闲娱乐、赏景纳

凉的好去处。征得居民同意后，街道

又利用胡同南口约 20 平方米的荒

地修起了一块绿植微景观，立起了

一块刻有“下岗胡同”的石碑，并对

胡同内的墙面、路面进行了规范

整修。

共同维护
真正管好自家门前事儿

在这里住了28年的朱秀坤老人

是社区党员，每周五她都会和邻居

们在胡同里捡烟头等垃圾，维护胡

同环境。她说，现在比以前干净多

了，也容易收拾，“现在下岗胡同又

清理卫生，又种花种草，安全、干净，

美化得不错啦！”朱秀坤介绍，这两

年，下岗胡同变化特别大。胡同经过

整改，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还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

大家一致好评。

“我们胡同越来越美了，以前环

境没有这么好，街坊邻居都不怎么

出来休闲娱乐，现在我们每天都出

来乘凉，胡同里绿色多了，让人赏心

悦目，胡同就是我们的‘家’，家越来

越好，我们打心眼儿里开心！”家住

下岗胡同的王大爷说。

要让胡同“一直美下去”，整治

提升只是基础，后期维护也需跟进。

为此，街道及社区充分发挥居民的

积极性，让百姓“管好自家门前的事

儿”，每天不定时巡查胡同，发现有

绿植需要补种，或见到违规违法行

为，都可及时上报社区及街道。有的

居民还主动修剪、浇灌花草，自发维

护“自家”小花园。

自治停车位
方便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停车是困扰胡同的一大问题，

经过多次征求民意和不断协调，街

道和社区施划40个停车位。社区和

临时党支部决定采取居民停车自治

管理模式，成立了 4143 车友会，由

具一定威望的党员居民代表和认真

负责的党员车主组成。同时，还聘请

了3名停车管理员24小时无间隙轮

班管理自治停车位。

车友会多次召开会议，听取41、

43号楼部分车主的意见，形成了停

车管理自治公约。白天，这些车位还

会开放给附近的企业停车，为车友

会增收。车友会也会留出四五个车

位，方便年轻人来社区看望老人，朱

秀坤老人说，停车几个小时甚至半

天都不收费，不仅方便了，还更有人

情味儿更温暖了。

车友会作为背街小巷整治和居

民参与式协商的成果，采用“政府管

理+社区指导+街巷长牵头+临时党

支部组织+居民自治+志愿者文明

引导”的模式，充分体现出了在街巷

治理中“支部建在街巷上，一个支部

一面旗”的引领作用。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京城老街巷
活出新精彩

文明新风拂杏林 白衣天使谱华章
——山西省蒲县人民医院文明创建掠影

侯耀强 陈鹏丽

走进位于昕水河畔、柏山脚下的

山西省蒲县人民医院，各科室、病房

内，随处可见医者尽职、患者满意的

景象；门诊大厅内，人们来往穿梭、

秩序井然，处处彰显着文明。

勇于创新
厚植发展优势

蒲县人民医院成立于 1950 年，

建筑面积26430平方米，设有各类科

室39个，现有职工406人，共有高级

职称医生 20 多人，主治医生 40 余

人，普通住院医生80余人，病床300

多张.2010年，县政府投资1.4亿元对

该院进行整体搬迁后，医院领导班子

多方筹资，为相关科室购置了先进的

医疗新设备，更换了污水处理设备，

改造了双回路供电，保障了临床用

电，该院的医疗设备在全市二级医院

中达到一流水平，2012 年被评为二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2017 年，医院选送 12 名医师

和 14 名护士外出进修学习，并与

多家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建立了

帮扶关系，共完成肿瘤手术 23 例，

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抢救 9 例，检

出消化道肿瘤 33 例，结肠肿瘤 17

例，镜检和病检的符合率达 95%。

道德引领
树立文明标杆

在蒲县人民医院，文明从医、文

明办事，蔚然成风；文明员工、文明

科室，层出不穷。

赵华峰，第三届“蒲子好人”，

2011 年进入该院，成为一名内科

临床医师。他先后在医务处、急诊

科、内科等科室做轮转主治医师。

有一次，晚上 10 点左右，一位病

人消化道大出血，病情危重，赵华

峰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抢救，

直到凌晨 3 点左右，病人终于脱

离了危险……早上 8 点钟，他又

坐在值班室中开始接诊。

妇产科护士长段新连，任劳任

怨、兢兢业业，常年奋斗在护理工作

岗位上。一次，得知有位病患在做了

乳腺癌手术后又因子宫肌瘤入院，

段新莲带领护士们自发地给予关

照，将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空闲

时，她们还陪病人拉家常，鼓励她积

极乐观，使病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帮扶共建
彰显创建成果

2016年 10月，蒲县人民医院与

薛关镇乔子滩村建立定点帮扶关

系，对精准扶贫户实行住院费、医药

费全免。2016 年 11 月以来，该院共

为精准扶贫户减免费用40余万元，

惠及200余人次。经过几年帮扶，乔

子滩村共有 30 多户贫困户实现稳

定脱贫。

2017 年，该院组织志愿服务队

和健康扶贫双签约医师深入到全

县 9 个 乡 镇 ，签 约 6000 余 人 ，为

15000 余人次提供义诊，发放宣传

资料 1.5 万余份，真正让群众在家

门口免费就医。同时，对建档立卡

扶贫户落实“136”政策 351 人，深

受百姓赞誉。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蒲 县 人 民 医

院在医德医风建设、医疗服务态

度、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成果显

著，先后获得省、市级荣誉 50 多

项，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临汾市文

明单位。

日前，建设银行在全行网点

启动“劳动者港湾”建设工作，旨

在进一步促进网点服务资源开

放 共 享 ，增 强 网 点 服 务 社 会 能

力。据介绍，建成后的“劳动者港

湾”，将重点为环卫工人、出租车

司机、交警、城管、快递员、志愿

者等户外工作者及社会公众提

供便民惠民服务。（9 月 5 日《人

民日报》）

“劳动者港湾”，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不仅配备有多项服务设

施，还有一些应急设备。从运行情

况来看，小小的“劳动者港湾”不

仅给诸多户外劳动者带来实实在

在的便利，更把对他们的尊重体

现到了现实生活中，让“港湾”成

为了户外劳动者们的“暖心窝”。

但古语有云，事贵有恒，恒则必

成。“暖心窝”能否持续温暖户外

劳动者的心，在笔者看来，这份暖

心之上还得加上一份恒心。

对于一个城市机器的运转

来说，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

警 、城 管 、快 递 员 等 户 外 劳 动

者，他们奋斗在城市的第一线，

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险的工

作，但他们任劳任怨、辛苦付出，

为城市的美丽作出了最直接的

贡献。与其它光鲜靓丽的“高大

上”的工作相比，他们的劳动同

样光荣，他们的辛劳值得我们每

一个人给予其应有的尊重。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企业或单位通过建立类似

“劳动者港湾”等场所，积极为户

外劳动者们搭建歇脚处，把对这

些城市中最辛苦的劳动者的尊重

落到了实处。但如何做好服务？

怎样让服务更可持续？恒心最关

键 。这 些 企 业 或 单 位 要 守 住 初

心，持之以恒地做好服务，让驿

站、休息点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硬件设施上

不断完善功能配套，着力满足户

外劳动者们的实际需求，不让设

施空转；在软件环节上则要围绕

户外劳动者们的期盼和工作实际

情况，创新完善服务细节、服务

内容，让服务不流于形式。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我们

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争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我们要凝聚全社会的

力量，助力每一位劳动者在每一

个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

业绩，获得理所应当的尊重。同

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到尊重劳动者的实践中，

以务实的行动把对劳动的尊重

落到实处，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让城市里的每一位劳动者收获

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劳动

中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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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党雨晨 皇媛 王晓娥）
“市民素质经得起‘细品’、环境卫

生经得起‘细看’、公共秩序经得起

‘细评’”，近期，陕西省蒲城县以此

为目标，自我加压，查找问题，加大

整改整治力度，扎实推进省级文明

县城创建工作。

结合创建省级文明县城测评体

系标准，8月中旬，蒲城县联创办重

点针对城区农贸市场、公益宣传、

餐饮行业、公共设施、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停放等方面存在问题拍摄

了模拟暗访片。8 月 31 日，全县召

开了 2018 年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

作推进会，明确了 16 个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及要求，对创文网络资料

报送和开展“八大专项行动”工作

较好的单位在全县进行了通报表

扬，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予以点名批

评，并要求限期整改。

为进一步夯实省级文明县城

创建工作，蒲城县五城联创工作

指挥部采取三方面举措，一是明

确了全县各镇各单位实地考察 4

项共性任务以及 60 多个单位的

具体工作任务，对涉及的市容市

貌、窗口行业、社区建设、文明交

通 等 方 面 的 任 务 明 确 了 责 任 单

位、责任领导，并实行县级领导包

联；二是坚持开展每周五路段包

联工作，由 18 个牵头部门组织全

县 148 个单位，在职能部门的配

合 下 ，开 展 人 行 道 大 冲 洗 、清 理

“野广告”、劝导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停放、捡拾烟头垃圾等活动；三

是 扎 实 开 展 文 明 示 范 街 创 建 活

动，以改善城市形象、营造优美环

境为出发点，加强对延安街、红旗

街等 5 条街道的市民不文明行为

劝导和教育，并在电视台开设曝

光 台 ，处 罚 与 纠 违 并 举 ，以 点 带

面、分步推进，进一步巩固国家卫

生县城成果，努力把蒲城打造为

文明、和谐、美丽、生态家园。

陕西省蒲城县加快文明县城创建步伐

（上接B1版）在先锋村，西华大学

经济学院的专家教授深入走访村里农

副产业发展、旅游发展、基层治理和

文化建设等实际情况，并与村干部和

村民代表开展座谈。“我们要将调研

情况形成专题方案，为先锋村量身定

制发展规划，将先锋村的比较优势挖

掘出来。”西华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罗

航介绍说，“乡村发展离不开产业集

聚，人才支撑。先锋村地处天府水源

保护区，一些产业发展受限。希望可

以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在旅游、电商

等方面，结合学院的学科设置，为其

匹配相应的发展资源。”

在横山村，西华大学的“逐梦盛

夏”小分队就横山子、雨王庙、古窑

址、锅底凼、花湖以及村子的产业发

展、旅游发展的定位和投资融资等问

题进行深度调研。调研过程中，小分

队成员深入居民家中，通过与村民亲

切交流以及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了

解村民的生活现状、产业发展情况、

对乡村振兴问题的看法，及时将收集

到的材料整理汇总梳理，在老师的指

导下，形成产业发展调研报告，针对

横山村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发展现状，

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建议。

在景岗村，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

学院与村委会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结对

共建计划，双方将在建立支部结对交

流工作机制开展党建交流互动等方面

展开合作。

“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得比以前已

经好多了，但村民们对于垃圾分类还

不了解。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带着村

里的孩子们发放我们印制的垃圾分类

宣传单，同时开展保护环境捡垃圾活

动。这样一来，孩子们接受了垃圾分

类的知识和方法，也更容易带动更多

的村民接受、理解垃圾分类。”电子科

技大学初翎社会实践队的何知瀚谈起

宣传环保工作的“小诀窍”非常开心。

……

大学生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鲜活

的力量，乡村振兴的实践又赋予大学

生来自大地的知识，双方互相琢磨，

共同成长提升。

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表示，

与高校开展合作，是一个校地资源优

势互补的合作过程，大学生把新的观

念带到了村里，推动了村里旅游、文

化等事业的发展，同时“小乡村同样

是大舞台”，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

进，像战旗村一样的乡村示范点也将

吸纳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成为他

们干事创业的人生舞台。

而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院校和乡村结对子，高校学子助力乡

村振兴，使多方受益已经成为各高校

和村的共识。

“郫都模式”的不懈探索

郫都区高校和乡村良性互动局面

的形成有赖于郫都区委宣传部和文明

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的执着，也是多方合作、不断探索、持

续耕耘、纵深发展的结果。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2006年，郫县（2017年 1月，成都市郫

都区正式挂牌，“郫县”称谓退出历史

舞台。）县委宣传部为推进城乡一体

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细

致严谨的调查研究和大胆创新的探

索，结合县情推出了以“高校+支部+

农户”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互动共建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郫都模式”，并提出

了具体活动方案。首次活动发动 4所

大学的360名大学生来到战旗村开展

共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试对了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一年

一年，通过共建，学校发挥自身的人

才和智力优势，把新观念、城市文明、

科技知识带到农村，提升了村民的素

质，缩小了城乡之间在生产生活习惯

上、观念上、文化上的差距，对战旗村

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

战旗村持续健康发展新的助推器、催

化剂。

以战旗村为龙头，郫都区推动大

学生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向更深更高更

远延伸，赋予乡村振兴更多的内生动

力，也让郫都这个成都市最年轻的中

心城区涵纳了更多青春成长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郫都区委宣传部

和文明办不断总结经验成果，持续探

索实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正方

向。从 4所高校和 1个村拓展到 19所

高校和33个乡村振兴示范点，从解决

“三农”问题方面破题的尝试到“五大

振兴”的明确笃定，从参加活动的学

生和带队老师以专科、本科为主到硕

士、博士的占比越来越高……“郫都模

式”内涵越来越精巧丰富，外延越来

越精彩多元。

“这个事情，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坚定地说。

西城区下岗胡同西城区下岗胡同 陈风檩陈风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