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郭淼）“我们小区的环境现
在是越来越好，感谢社区为我们做的实事！”天
伦北里社区何大爷称赞道。

天伦北里社区始终坚持为民办实事，老旧
路面换新装、公共绿地展新貌、小区环境换新颜
……社区“微改造”对居民而言，不只是小区面
貌的改善，生活环境的舒适，更多是增添了身在
其中的幸福感，解决了身边的“愁心事”。

菜户营甲 1号楼始建于 2000年初，各项设
施老旧，小区内原本有一处休闲区，因年久失修
路面不平、业主私自圈地种菜、休闲区紧挨车棚
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居民对于改善环境呼声日
益高涨。

天伦北里社区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通过与施
工方一起摸排情况，多方听取居民意见与建议，
商定了施工计划，并全程跟踪施工进度。修缮
中，施工人员用渗水砖、沙土对路面进行平铺，经
过半个月施工，破损路面得到修缮。不仅如此，
经物业、居民自治小组多方协作，社区还把原本
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安装了铁栅栏，把一处空地
用栅栏圈出来用于展示居民种植花卉的成果。

居住在天伦北里社区的老党员居多，但获
取知识途径单一。破旧长廊改造成党建阵地
后，让更多的党员群众了解新时代党建知识。
此次升级改造以花园长廊为背景，安装了党建
类文化展板，在醒目位置安装了景观小品，吸引
居民驻足观看。

从细微之处着手，推动社区精细化治理。天
伦北里社区将持续推动社区“微治理”，不断改善
辖区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社区“微改造”
解决“愁心事”

西罗园街道

接诉即办

闻“污”而动 社区速破居民堵心困境
本报讯（通讯员 宋卫杰）“您好，是鑫福里

居委会吗？我是角门甲四号院5号楼3单元的，
我们家厕所下水道堵了，水一直往外流，都流到
楼道里了。”近日，西罗园街道鑫福里社区接到
了居民的电话。

接到群众反馈的问题后，鑫福里社区党委
迅速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楼门长建起志愿小
队，通过电话、微信群、上门等方式向受影响的
居民解释情况，并收集意见建议，表示会及时解
决下水道堵塞问题。同时，社区党委迅速联系

物业，调派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疏通团队，立即前
往现场开展排查和疏通工作。

施工现场，志愿小队轮流监督，确保施工
安全。疏通人员手持专业工具，细致地清理着
管道内的淤泥和杂物。经过一下午的紧张作
业，下水管道恢复了畅通，楼道里的污水也迅
速退去。施工结束，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又帮
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清扫房间。“没想到，社区党
委和物业这么快就把下水道疏通完毕了，臭味
没了，真是太好了。”角门甲四号院的居民于先

生说道。
西罗园街道鑫福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下水管道疏通的过程中处处都有居民共同
参与的身影，无论是发现问题、现场勘察、维护
秩序，还是监督疏通、清理楼道等环节，居民自
发主动地解决“家门口”的事情，彰显了社区全
员自治的良好氛围。下一步，鑫福里社区会继
续以改善群众身边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充分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建设美好
鑫福里。

玉泉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清）近日，玉泉营街道青秀
城社区两名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巡逻时收到居民
反映：小区西侧停车场有一位老人遇到了困难。
工作人员立刻朝着居民所指方向跑去，发现一位
老人被困在电动轮椅上，身体僵硬，无法挪动。

社区工作人员平日十分注重与居民的沟
通，也对独居老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他们一眼
就认出老人是 13号楼 3单元的住户，且知晓老
人患有脑梗等疾病。

工作人员立即行动，先拨打了老人家属的
电话，将老人当时的状况详细告知，并询问家属
意见。得知老人子女无法马上赶回并在取得家
属同意后，工作人员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为避免老人受到二次伤害，两名工作人员
进行了分工：一人小心操作轮椅，另一人轻声安
慰老人，让老人情绪稳定下来。

考虑到家属无法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老
人后续就医顺利，一名社区工作人员随车前往
天坛医院。在途中，工作人员再次联系老人家
属告知情况，并告知可直接前往天坛医院急诊
与大家会合。

一直以来，青秀城社区始终把关爱辖区弱
势群体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部分，不
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也是社区认真履行职
责的表现。

“救”在身边
爱满家园

东高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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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生难点”到“幸福亮点”
本报讯（通讯员 马艺菡 靳忠骥）在东高

地街道西洼地社区，16号楼曾经是居民的一
块“心病”，楼后垃圾杂物堆积、楼内的下水管
道经常堵塞……“现在你再看看我们 16号楼
可大变样啦！不仅干净整洁，有了休闲散步
的地方，还新建了充电车棚，下水管道也换了
新的，这改造真是改到我们心坎里了！”居民
王大妈笑着说。

16号楼的“逆袭”之路

“我们楼后这块区域垃圾杂物到处都是，
还有墙皮掉落，每次路过都得小心翼翼。”回
忆起改造前的场景，16号楼居民李大爷连连
摇头。由于下水管道严重老化，加之管径较
小，堵塞问题频繁发生，“三天两头堵一次，尽
管社区及物业多次对下水管道进行疏通，也
只是暂时解决，问题一直没得到根治。”居民
李女士无奈地说。

面对困扰群众许久的民生难点问题，西
洼地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 16
号楼的改造列入重点民生项目，通过召开居
民议事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广泛收集居民的
意见和建议，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针对下水
管道堵塞问题，社区积极协调产权单位、物业
公司，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共同商讨解决方
案。在克服资金不足、施工空间狭窄、地下管
线复杂等多重困难后，最终决定更换下水管

道，并增设化粪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经历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后，如今 16

号楼周边区域已焕然一新。垃圾杂物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又美观的水泥地面。
老人在楼下晒太阳、唠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充电难题，社区
还新建了充电车棚，方便又安全。下水管道
更换后，增设了化粪池，下水通畅，居民再也
不用为堵塞问题发愁。

“现在可好了，环境干净整洁，生活方便
多了。每天下楼看到这些新变化，心情都格
外舒畅。”居民王大妈笑着说。

社区改造的“全域升级”

“这几年社区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修建
了健身步道，路灯、楼道灯肉眼可见在变多，
街道和社区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居民历数
近年来社区的种种变化。西洼地社区建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公共
区域闲置、休闲功能不足等多重挑战，一定程
度上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街道和
社区积极作为，将居民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整合各方资源，着力补齐社区建
设“短板”，治理老旧小区“通病”，持续改善社
区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除了 16号楼的改造，街道、社区还修建
了一公里的环形健身步道。这条步道成为居

民们健身锻炼的好去处，清晨和傍晚，总能看
到居民们在这里跑步、散步。改造后的休闲
文化小广场，不仅面积扩大了，还增添了各种
健身器材和文化设施，成为居民们休闲娱乐、
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大门口、楼道、单
元门前路灯的加装，照亮了居民夜间出行的
道路……“如今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在西洼
地，看得见的整洁环境、摸得着的便利设施，
处处都是幸福生活的缩影。”见证了社区种种
变化的居民张阿姨感慨道。

在改造过程中，社区注重联动辖区单
位、物业公司、退休党员、居民志愿者等多
方力量，成立“睦邻里”志愿服务队，参与到
改造工程的监督、宣传等工作中，共同探索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路径。如今的西
洼地社区，旧貌换新颜。环境美了，居民的
心也暖了。社区的改造不仅提升了居民的
生活品质，还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现在我们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
都为社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居民赵
大姐说。

“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社区现
有的改造成果得益于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
未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所需所想，从‘小’
处着手，从‘微’处落笔，统筹多方资源开展

‘微更新’，也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
的发展治理中，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美丽社
区。”街道相关负责人说道。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六里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佳祥）垃圾分类并不难，
只要掌握诀窍，生活就能变得更环保。近日，六
里桥街道京铁家园社区举办了一场妙趣横生的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圾’艺大挑战，社区焕
新颜”，居民在互动中学习分类知识，让环保成
为一种新风尚。

“想象一下，废弃的塑料瓶经过回收处理，
可以变身成一件全新的T恤。”

一场妙趣横生的垃圾分类公开课吸引了众
多居民参与。蓝马甲志愿者化身“环保解密
官”，用生动的小故事揭开垃圾的“前世今生”，

让原本生涩的知识变得具象可感。
“那快递盒呢？”“快递盒属于可回收物，叠

好后送进回收站，就能再次派上用场。”在一问
一答的互动中，垃圾分类不再是枯燥的规则，而
是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变废为宝”之旅。

垃圾分类知识抢答赛点燃了现场氛围。主
持人刚抛出问题，孩子们便争相举手回答。“废
旧的荧光灯管是什么垃圾？”“有害垃圾！”一个
小女孩抢先回答，赢得掌声和一份环保小礼
品。家长们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短短几轮
下来，大家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已经从“模糊印

象”进阶到“精准判断”。
“奶奶，剩菜剩饭要扔进厨余垃圾桶哦！”

“爸爸，电池可不能随便扔，要投进有害垃圾
箱。”在“小小环保宣传员”环节中，孩子有模有
样地“教学”，家长听得连连点头。

活动结束，许多居民意犹未尽，表示要把学
到的分类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环保课堂的
开展让垃圾分类不再是“难题”，而是人人都能
践行的小习惯。下一步，六里桥街道将持续开
展环保活动，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让绿色成为
辖区的底色。

垃圾分类新课堂 绿色生活新时尚

长辛店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爽）近年来，长辛店街
道崔村二里社区面临着电动自行车数量激增所
带来的管理难题。为此，崔村二里社区在充分
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决定在电动自
行车车棚内安装隔板，以提高车棚的安全性。

为确保隔板安装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区与
街道相关科室进行了多次沟通和探讨，共同制
定了详细的安全标准和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
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监督，确保施工质量符合

安全标准。同时，社区还积极与居民沟通，解释
隔板安装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崔村二里社区成功
在电动自行车车棚内安装了隔板。这些隔板有
效分隔了电动自行车之间的空间，减少了因车
辆密集停放而引发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消除了
电动自行车自燃、爆炸的隐患。

对这一举措，居民反响热烈，表示以前担
心电动自行车停放不安全，现在有了隔板感

觉放心多了。同时一些居民建议，社区可以
进一步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加强日常
巡查等。

下一步，崔村二里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
引领，用好“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充分听取
居民意见和建议，同时注重细节、确保施工质
量，并加强后续管理，不断探索和创新社区管
理模式和方法，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服务。

防火隔板上新 筑起安全铜墙铁壁

本报讯（通讯员 王嘉明）近日，怡海社区书
记收到一通独居老人的紧急电话，老人家住恒丰
园，此时身体不适、头晕目眩，感到非常害怕与不
安，同时无法自行前往医院就医，身边又无人照
料，因此联系了社区，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

第三网格的网格长和网格员第一时间得知
消息，并立即奔赴老人住所。到达后，工作人员
首先安抚老人情绪，使其逐渐平静，随后详细询
问身体症状。在征求老人的意见后，帮助老人
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指定送往最近的天坛医
院。等待期间，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提醒老人
准备好身份证、医保卡等就医必备证件，确保后
续医疗流程能够顺利进行。

救护车抵达后，考虑到老人独自就医的不
便，社区工作人员决定陪同前往。在医院里，工
作人员化身老人的“就医助手”，穿梭于挂号处、
缴费窗口、诊疗室、CT室和药房之间。挂号时，
工作人员耐心向医护人员说明老人情况；缴费
时，仔细核对每一项费用明细；看医生时，认真
记录医嘱要点……全程老人都被工作人员稳稳
搀扶。

经一系列检查，老人并无严重病症。在取
到医生开出的药物和后续就诊建议后，工作人
员把老人护送到家，安置老人休息。后续，社区
工作人员持续关注老人身体恢复情况，多次致
电回访，并反复叮嘱按时服药与注意休息。

在怡海社区，这件事只是众多社区服务工作
中的一个缩影。社区始终将居民的需求放在首
位，尤其是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给予格外关注。

关爱独居老人
共筑温情社区

新村街道

改造后改造前

改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