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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雷倩）“大家举起
双 手 ，跟 着 音 乐 ，拍 拍 手 ，拍 拍 手
臂。”4 月 22 日一早，记者在县残疾
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的 残 疾 人 托 养 中
心，看到一群庇护人员正在做老年
拍 打 操 ，大 伙 看 着 视 频 、跟 随 着 音
乐，认真完成每个动作，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

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提升其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当前社会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我们是一个全生
命周期的服务机构，设立了残疾人托
养中心、小月芽儿童康复中心、残疾
人之家等三个服务区域。主要包含
残疾人托养、残疾儿童康复、残疾人
日间庇护三项服务内容。比如 0 到 9
周岁的残疾儿童，16周岁到 60周岁的
庇护人员，只要符合相关标准，就能
享受相关服务。”县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李莹告诉记者，该中

心位于县人民医院东侧，目前已有 80
余名残疾人在此托养。

“残疾人托养中心可以接收各类
残疾人，包括自理、轻度失能、中度失
能和重度失能人员。此外，我们还有
一项政策，对于享受低保且是重度残
疾的人员，可以享受兜底保障，免费
入住托养中心。”李莹介绍，在残疾人
托养中心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健康护
理、生命体征测量、县人民医院绿色
通道等服务。此外，该中心还提供各
类文娱活动，让大家在这里身心都能
得到疗愈。

“我在这儿干活，每天有 40 多元
的收入，中心还免费给我们提供午
饭，比待在家里好多了。”王阳娟是一
位肢体残疾的庇护人员，在县残疾人
综合服务中心的残疾人之家做来料
加工已有半年时间，她说待在这个大
家庭里很快乐很满足。目前，共有 21

位庇护人员在残疾人之家工作。值
得一提的是，除了来料加工，这里还
有工疗、心理康复等服务，还会发放
每日的通勤补贴。

“残疾人之家不仅面向 16 至 60
周岁的云和籍残疾人员开放，还向符
合 条 件 的 景 宁 籍 残 疾 人 员 提 供 服
务。凡持有残疾人证且有精神康复
或智力康复需求的人士，均可申请加
入。”残疾人之家负责人王旭晶告诉
记者，在残疾人之家，学员们可以一
起聊天、看电视、用餐，丰富日常生
活，促进身心康复。

孤独症儿童也是县残疾人综合
服务中心重点服务的对象。“这里主
要针对 0-9 周岁的智力发育迟缓、孤
独症儿童开展康复训练，康复方式包
括一对一训练、感统综合训练及集体
社交训练。中心设有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两种班级。”县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小月芽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陈
雪红说，全日制班级的孩子全天在校
体验学校生活，非全日制班级的孩子
上完课即可离校。教学内容依据班
级大部分孩子的能力层次设置，因材
施教。“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专业的康
复训练，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提高，非
常感激政府办了这样的机构。”一位
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表示。

“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成立
和发展，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了全方
位、多层次的贴心服务，更为他们的
家庭减轻了负担，为社会增添了温暖
与和谐。”县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残疾人托养中心、残疾
人之家和小月芽儿童康复中心的协
同运作，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真正
实现了对特殊群体从儿童到成人的
全生命周期关怀。

云和用温情托举特殊群体新希望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近日，凤凰山
街道阜安门社区河上小区呈现出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在社区的组织
引导下，小区居民们自发聚集在一
起，开展绿化补种活动。大家分工明
确，有人负责挖坑，有人搬运树苗，有
人浇水灌溉，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以
前小区绿化没人管，看着乱糟糟的。
现在大家一起动手，小区变得漂亮
了，邻里关系也更亲近了！”居民严大
爷一边忙碌着一边笑着说道。这一
活动，正是阜安门社区创新基层治
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缩影。

阜安门社区设立于 2019年，地处
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薄弱、城乡混
居、流动人口多等复杂社情是社区发
展初期面临的巨大挑战。“社区刚成

立时，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想着
一定要先了解居民需求，才能找到工
作的方向。”阜安门社区负责人说，在
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社区工作者秉持
着“融合共治，阜民安居”的工作目
标，坚持每日叩门入户，走遍了辖区
的每一户人家，绘制出详细的“民情
地图”，成为后续社区工作的重要依
据。

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
问题，社区干部每日巡查片区，按照

“优先急、大、难”原则收集问题，并积
极奔走对接。西郊片区、农场片区的
路面得到修复硬化，污水管网问题得
以解决，城西小学断头路、路灯等困
扰居民多年的难题逐一破解。“社区
干部真的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现在

出行方便多了。”居民李女士感激地
说。

为打破“社区干、群众看”的治理
困局，阜安门社区构建起楼栋长、微
网格长、业委会等多元主体共议共治
的社区治理体系。在金利花苑幸福
社区改造和开转封期间，社区联合业
委会组织多方代表共同探讨改造思
路，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活
力。在道路拓宽等公共基础设施工
程中，居民代表和热心人士积极参与
矛盾纠纷排查，用群众的智慧解决群
众的问题。

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社区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构建“共护
共享”长效机制。创新设立的“阜民
公益银行”，通过积分与志愿服务的

兑换，引导居民深入参与社区事务。
此 外 ，社 区 还 通 过 举 办“ 我 们 的 节
日”、邻里节等文化活动，增强居民之
间的凝聚力。河上小区在举办邻里
节活动后，居民关系愈发紧密，自发
组织了监控安装、违建车棚拆除等一
系列活动。

从最初的基础设施薄弱、居民参
与度低，到如今居民主动为社区发展
出谋划策、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阜安
门社区实现了从“物理聚合”到“情感
融合”的转变。接下来，阜安门社区
将继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让辖区
居民们从“不知道社区”到“有事找社
区”，再向“社民共治”转变，将治理转
化为“家人共营家园”的日常实践，为
城乡融合探索丰富的实践路径。

从“物理聚合”走向“情感融合”

阜安门社区书写城乡融合新篇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 通讯员 黄
丽芬）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有一幢幢
高楼拔地而起，也有一批批老旧小区
时刻面临着设施更新、环境治理、隐
患整改等现实难题。如何充分调动
人力物力，在老旧小区内营造安心、
舒心的居住环境，一直是社区治理的
重难点问题，而“居民自治”，则是过
程中绕不开的“关键解法”。

近日，位于白龙山街道箬溪社区
园丁新村的一处文化亭启动修缮。
88 岁的社区居民季老师与好友们搬
来桌椅，一边纳凉闲谈，一边看着施
工队动手拆除亭子的地板，检查底部
木质损坏情况。亭子由来已久，早年
间，园丁新村缺乏公共休闲空间，是
200 余户居民共同向住建部门申请，
才建起了健身设施和文化亭。

“我们在小区里住了 25 年，在这

个亭子下乘凉也乘了 5年。”季老师指
着亭子下样式各异的桌椅介绍，这些
桌子椅子都是大伙儿从自己家里搬
出来的。别看亭子小，利用率却特别
高，到了傍晚，就连小区外的居民也
会过来休闲放松，人多的时候，一个
亭子里就塞了四五十个人，外围的健
身区域还有过来运动的居民，宛如一
个小小的“区域文化圈”，特别热闹。

亭子的诞生源自“居民热议”，亭
子的修缮也同样是因为“居民热议”。

“文化亭地板的裂缝能塞进手掌
了，有较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原本打
算换木板，但坐在亭子里跟居民们讨
论了一上午，大家都觉得水泥更加牢
固省心，所以我们决定用水泥。”箬溪
社区书记蓝陈华介绍，每隔一段时
间，箬溪社区的工作人员都会在亭下
与居民闲谈，倾听大家的意见想法，

比如哪处设施需要修复，哪里的环境
卫生没打扫干净，虽是小事，却能做
到“事事有回应”。

创新探索的背后，是社区治理的
人力缺口困境。整个箬溪社区仅有
10名工作人员，但辖区居民数量却在
7000人以上，有8个大网格，42个微网
格，仅文化亭所在的园丁新村就有
690 余名住户。起初，社区通过居民
代表归集住户意见，随后又着手探索
居民会议议事机制，再到如今将议事
地点搬到户外，不论是不是居民代
表，只要路过的居民都能坐下唠一
唠，谈谈想法。

在“亭下议事”的基础上，箬溪社
区还在积极促成各项事务在“亭下成
事”。

“相比以前，现在的社区住着更
方便、更舒心，大家不但愿意参加讨

论‘身边事’，更愿意自己动手一同治
理。”社区居民兼楼栋长赵晓云说。
前两天，社区组织楼栋长一同推进消
防器材月检工作，许多居民自发参
与，在短短一两天内就完成了整个小
区的消防器材压力表检查及更新工
作，对社区管理工作的认识度、参与
度也有了显著提升。

“在我看来，单靠社区的力量去
治理社区的大事小事是不够的，居民
的想法、力量都十分重要。我们要做
的，就是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平台、渠
道，将这股力量凝聚起来。”蓝陈华
说，箬溪社区将以园丁新村为样板，
努力探索适合各个网格的自治模式，
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决
策者，携手打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
的生活环境。

亭下议事 亭下成事

箬溪文化亭树起社区自治新范式

本报讯（记者 雷倩）乡村振
兴，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更离
不开年轻人的奇思妙想。日前，浮
云街道局村村一家名为“浮云一盏
窑烤面包店”的店铺悄然兴起，成
为新晋热门网红打卡点，即便在工
作日，这里依然生意红火，为宁静
的乡村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活力与
生机。

“浮云一盏窑烤面包店”坐落
在充满生机的悠然环境中，以大樟
树为伴，与碧波荡漾的云和湖相
邻，让这家乡村面包店愈发有魅
力。走进半露天的店内，只见复古
的面包窑正烤制着面包，散发出一
阵阵诱人的香气。“这个面包窑是
白窑，温度可以烧得很高，一次可
烤 40 个，面包放进去烤制 10 分钟
就可出窑。”店铺负责人朱毅鹏告
诉记者，面包窑是用荔枝木烤制，
这样烤制的面包有淡淡的果香，别
有一番风味，每一口都充满了惊
喜。

朱毅鹏是一位充满创意和热
情的年轻人。他和合伙人深知乡
村的魅力不仅在于自然风
光，更在于为游客提供独
一无二的体验。“我们这边
原本就有民宿，为了给游
客提供不一样的体验，我

们决定再开一家面包店。面包店
不仅能增加趣味性，还能为游客提
供独特的体验，更能为乡村注入新
活力。”朱毅鹏说，面包店开业半个
月以来，就吸引了景宁、莲都等地
顾客前来购买，一天最多能卖 300
多个面包，证明了乡村面包店的巨
大潜力和吸引力。

“我们是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
云和的这家面包店，今天就和朋友
过来了。第一次吃到窑烤面包，确
实很不错，外酥里嫩，非常香甜。”
顾客雷本楠品尝面包后感叹道。

“浮云一盏窑烤面包店”不仅
是一家面包店，更是一个乡村与城
市、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互
交融的平台。在这里，年轻人的奇
思妙想与乡村的质朴魅力相互碰
撞，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活力。而在云和，越来越多像朱毅
鹏这样的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创意
和热情，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事业
中，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栖
居之地。

窑烤面包激发乡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王凤凤 通讯员
叶刘燕）近日，正值春季农忙时节，
我县部分农田出现零星秸秆焚烧
现象，不仅对空气造成污染，还存
在安全隐患。为守护“云和蓝”，县
市场监管局积极打出“技防+人
防+宣防”“组合拳”，多维度破解
秸秆焚烧难题，升级治理举措。

在技防方面，县市场监管局启
用“高空瞭望”系统。在重点区域
安装 30 处高清烟雾智能预警摄像
头，借助 AI 智能识别技术精准捕
捉烟雾火点，实现 24小时不间断、
全方位监测，让秸秆焚烧行为无所
遁形，进一步提升监控的效率与精
准度。

人防力量也同步发力。该局
组建巡查专班，5 辆执法车全天候
轮班作业，重点加强清晨、傍晚等
秸秆焚烧高发时段的巡查，对秸秆
存量较大的区域实施重点监管。

“一旦发现焚烧秸秆行为，执法队
员会立即上前制止，并现场开展普
法教育，从行动上及时阻止违规行
为，从思想上提升群众的法律意
识。”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源头管控上，实行“警示+

处罚”双轨机制。今年以来，已开
展警示教育 15 次，立案处罚 3 起，
同时积极向广大群众普及秸秆焚
烧的危害和相关法律法规。这种
刚柔并济的管理方式，既起到警示
作用，又形成有力威慑，从源头上
减少秸秆焚烧行为的发生。

此外，县市场监管局在全域设
置警示标识，目前已有 100 余块木
制环保警示牌醒目地矗立在村口、
干道两侧、田间地头。警示牌上标
注着“此区域已被高清摄像头监
控，禁止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
尘污染的物质，违者可罚款 500-
2000 元，切勿顶风违法！”的警示
语，时刻提醒过往群众遵守法律法
规，守护蓝天白云。

云和的美好环境需要大家共
同守护。在此，也呼吁群众做到

“不点一把火，争当蓝天卫士；不冒
一处烟，共筑生态屏障；不留一隐
患，守护子孙家园”，携手共创绿
色、环保、安全的生活环境。

县市场监管局打出
秸秆焚烧治理“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您好，
店门口的电瓶车请有序停放……”
近日，县城街区出现了不少身着红
马甲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与交警、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一同开展城市
综合治理。这正是我县新成立不
久的“云善文明”志愿服务行动街
区文明劝导队，为美丽云和建设注
入了一股温暖而有力的文明力量。

在城南路沿街路段，城南东街
区文明劝导队的志愿者们手持宣
传资料，微笑着向经营户和过往市
民发放，同时针对占道经营、车辆
乱停放等不文明现象进行耐心细
致的劝导。志愿者们真诚礼貌的
态度，赢得了不少市民的理解与配
合。“日常工作中，小问题我们现场
劝导解决；如果遇到棘手难题，就
拍照发工作群，由相关部门跟进处
理。”街区文明劝导总队负责人徐
爱娟说。

据了解，“云善文明”志愿服务
行动街区文明劝导队按照城北街
区、中山东街区、解放东街区等不
同片区，共组建了 16 支志愿服务
队，队员总数达 1300 余人。这些

队员来自全县各个志愿服务组织，
其中，既有许多云和本地热心市
民，也不乏来自县外的“新云和
人”。他们因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汇
聚在一起，共同为美丽云和建设贡
献力量。

“志愿服务不仅仅是付出，更
是一种成长和收获。虽然退休了，
我们还是想为文明建设出份力。”
退休教师叶林美老家在景宁，在云
和生活多年，听闻劝导队成立，第
一时间报名。来自台州、在云和工
作生活六年多的鲍国全表示，云和
是他的第二故乡，能够参与文明劝
导，让云和变得越来越好，他觉得
特别有意义。

接下来，由“交警+市场监管+
环卫+志愿者”组成的街区文明联
合劝导队，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常态
化开展综合治理。聚焦群众关切
的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关键小
事”，各方协同共治，全力营造文明
出行自觉、市容环境整洁、公共秩
序规范的城市新风貌，推动城市管
理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让“云
善文明”成为城市最亮底色。

“微力量”撬动“大文明”

云和街区文明劝导队在行动

连日来，在石塘镇朱村村茶叶
集散中心项目现场，各项施工井然
有序，该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
设。

王金洪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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