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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赵艳君
本报通讯员 李嘉琪

6月28日，天气闷热，开发区东城街道
大胡社区明珠苑小区内，三五名上了年纪
的居民和年轻的社区志愿者，围坐在树荫
下聊着小区的新变化。

“老张，有了这根落水管，以后再也不
怕在阳台上晾被子了……”一位老先生话
音未落，围观者下意识地看向居民楼上新
加装的落水管，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明珠苑小区是一个建成 25 年的老旧
小区。按照规划设计，每家每户都把洗衣

机固定在阳台，同时安装了一根裸露在外
墙的短管。这样一来，高层居民每次洗衣
服时，洗衣污水就会通过短管凌空洒落。

“后果是地面污水横流，居民楼外墙留下
斑驳印迹，楼下居民深受其害，这也成了
困扰大家的烦心事。”说起这根短管带来
的麻烦，小区居民胡宝华感慨不已。

两个月前，借着老旧小区改造的机会，
明珠苑党支部、小区业委会主动作为，召集
居民代表专门就此事进行商议。“能否统一
接管？”“接口怎么设置才合理？”召开多次
居民议事会后，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共识
逐渐凝聚。

“我们在每栋楼上加装了一条纵贯六
层楼的公共落水管。这根管道精准对接每
一家、每一户的阳台，东西两侧各设接口，
无论洗衣机安放在何处，皆可轻松接入，最
终让家家户户排出来的洗衣废水，汇入地
下污水管网，彻底解决了高空滴漏问题。”
小区居民葛铭笑着说，这样加装落水管是
小区居民自己商量出来的“金点子”，现在，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晾衣服、被褥时被污水
打湿，也不会听到洗衣水打在雨棚上的嘈
杂声了。

不仅如此，在整个工程改造过程中，居
民们还主动参与监督，确保工程质量，从方

案制定到工程施工，处处体现着居民自治
的力量。

如今，走在明珠苑小区，整齐的落水
管与楼体融为一体，成为老旧小区改造
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自家事，终究是
自家人最上心。大伙儿一起想、一起干，
再旧的房子也能‘改’出新气象。”大胡社
区党委书记张鹏鹏望着崭新的管道高兴
地说，明珠苑这“一根管”的智慧，体现了
基层善治的温暖基石，众人拾柴火焰高，
自家难题自家解，这才是过日子的真智
慧。

老小区“改”出幸福感

6月30日，市民在茌平区振兴街道和美邻里党群服务中心跳舞。
茌平区通过党群服务中心迭代升级，在全市率先打造社区服务综合
体，探索创新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专业化运作、社会化发展”模式，
持续提升社区服务精细化水平。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我希望通过党报热线表达对办案民警
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提高反诈骗意识和能力。”6月20
日，东阿县读者杨先生致电党报热线2921234表示。

去年5月，杨先生的微信收到一个链接，邀请他加入刷单群。群
里有人告诉他参与刷单任务可获奖励，杨先生信以为真并按提示操
作。“一开始金额较小，每刷一单对方就返还本金并兑现奖励。但没
多久，刷单金额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多，刷完单后对方不再兑现
承诺，我这才意识到被骗了。”杨先生回忆道。当地派出所民警发现
可疑情况后，主动联系杨先生，了解情况并搜集相关证据。

“您好，杨先生，您之前刷单被骗的一万元，我们帮您追回来了，
请尽快前来领取。”今年6月18日，杨先生接到开发区公安分局侦查
中心民警的电话。杨先生是东阿人，为何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能帮
他追回被骗款？原来，开发区公安分局接到受骗群众张女士报案，称
遭遇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快速冻结汇款账户，帮张女
士追回5000元被骗款。在核对账户流水时，民警发现账户中还有一
万元被骗款，随即开始寻找失主。

“我们先确定受骗人的身份信息，因对方已更换电话号码，便辗
转联系其家人，最终找到受骗人杨先生，将这笔钱交还到他手中。”
开发区公安分局侦查中心民警郝美岳向记者介绍。

万元被骗款跨区返还

东阿市民借党报致谢民警

从线上网友们热热闹闹的“造梗大赛”，到线下五万人体育场座
无虚席，再到网上直播间里观看人数轻松破亿，“苏超”火速出圈，带
动文旅消费，成为这个夏天当之无愧的“顶流”。这一现象级的群众
性体育赛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体育运动快乐本质的思考。

“苏超”的走红，首先得益于其线上线下的快乐体验。社交媒体
上的全民“造梗”盛宴，将“散装江苏”“内斗大省”等地域梗与足球巧
妙结合，让网友在欢笑中感受体育的魅力。线下，座无虚席的体育场
里，观众共同见证一个个精彩瞬间，这种集体参与感和城市归属感，
进一步增强了快乐体验。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苏超”的成功印证了“快乐经济”的巨大潜
力。据《新华日报》报道，常州一家烧烤店掏出10万元赞助“苏超”，没
想到后续生意火爆异常。这一案例充分说明，群众体育赛事所营造
的快乐氛围，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进而带动相关消费，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苏超”的成功出圈，也反映出新时代消费模式的变迁。随着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行为逐渐从传统实用主义和刚性需
求，转向追求情绪满足、个性化体验及情感联结，也更愿意为能带来
快乐的产品与活动买单，“苏超”恰好契合这一需求，成为了新的消费
热点。

群众体育，快乐是第一位的。从“村超”到“苏超”，比赛的规模、
技术水平或许有所不同，但带来的参与感和快乐却是一样的。“苏超”
的成功，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只要根植于民心，
成为人民的节日，就能最大程度激活和延续一项赛事的生命力；只要
守住快乐这个根基，未来就会有更多希望。

让体育成为快乐的“基础设施”
■ 张颖

■ 本 报 记 者 王凯 闫振
本报通讯员 张继祥

夏日的傍晚，位于高新区黄山路的春
蕾儿童公园化身为小型休闲游乐场。每天
下午五六点钟，小朋友们在此嬉戏玩耍，园
内总是热闹非凡。“孩子在这里玩得很开
心，各种运动设施非常齐全，大人也能陪孩
子参与健身活动。”市民马君说，她每天都
会带孩子来此游玩。

在不远处长江路上的智慧公园，智慧
照明系统、智慧心率监测一体机、自动感
应遮阳伞等智能设施一应俱全。园内座
椅不仅能为手机充电，还具备音乐播放功
能。人们健身跑步后，可在此查询运动数
据与健康数据。由绿化带提升改造而成

的“憩园”，设有多处休憩广场。公园还配
备了特色灯光跑道、夜光漫步道等设施，
以及篮球场、乒乓球场等，吸引了众多年
轻人前来活动。

小而精的“口袋公园”，不仅扮靓了
城市风貌，更凝聚着城市更新的“大智
慧”。高新区依据每个“口袋公园”在景
观化、适老化、适儿化、智慧化等方面的
不同定位，为目标人群提供个性化暖心
服务。比如，在公园内设立城市驿站，免
费提供应急药品、开水、雨伞等，群众可
随时取用物资或休憩。

从“城市中建公园”到“公园中建城
市”，高新区用33个“口袋公园”串联起宜
居宜业的幸福图景。截至目前，高新区绿
化面积达到 550 万平方米，主题公园、专

项公园等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60 万平方
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55.1%，公园
绿 化 活 动 场 地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达
94.47%。该区还采取多种举措加强对大
树、老树的保护，实现树木数字化管理，有
效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共同守护城市的

“绿色瑰宝”。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高新区还着力改

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6月28
日，记者走进位于珠江西路北侧的军王屯
一号地块施工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作为山东省高品质住
宅试点项目，8栋住宅楼已完成主体施工，
目前正在进行装饰装修，预计12月竣工验
收。

该项目创新采用超低能耗建筑内置保

温系统，不仅提升了节能保温性能和防火
性能，还降低了公摊面积。“在住宅设计上，
我们采用全现浇外墙施工工艺，将层高设
置为不低于3米，这样一来，室内视野更广
阔，光照面积也更大。此外，项目还率先引
入直饮水到户系统，并围绕名医问诊、居家
养老、幼儿托管等延伸服务，打造完善的智
慧化物业管理体系，全方位满足居民对绿
色、健康、智慧高品质住宅的需求。”该项目
负责人王广波介绍。

从“口袋公园”串联成景到高品质住
宅建设，从便民服务的贴心设置到守护城
市“绿色记忆”，高新区正以城市更新为
笔，描绘出一幅智慧、宜居、宜业的品质生
活新画卷。

小公园“串”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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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李云铮 刘瑶

红白理事会用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
习，基层老年协会以贴心关怀守护银龄岁
月，舞蹈队的欢声笑语点亮社区文化生活，
联合会的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力量……近年
来，高唐县秉持“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的理
念，通过政策创新、机制优化和精准培育，
构建起覆盖城乡、功能齐全的社区社会组
织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成立12家
镇街级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备案社区社
会组织达838个。

改革破冰
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春水”

“给乡亲们帮了十几年的忙，现在也可
以持证上岗了。”6月30日，固河镇侯桥村
红白理事会成员侯茂春高兴地说。因当地
取消注册资金限制、简化人员资质审核流
程，侯桥村红白理事会得以轻装上阵。依
托镇街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场地支持，该
理事会以幸福食堂为移风易俗主阵地，开
展“六提倡”宣传，让文明新风在政策沃土
中落地生根。

高唐县立足“放管服”改革要求，打出
政策组合拳：在成立门槛上做“减法”，取消
注册资金限制，简化人员资质审核，支持便
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等领域的“草
根组织”发展；在审批流程上做“除法”，建立

“备案—登记”双轨制，对暂未达标的组织实
行“村（社区）初审、镇（街道）备案”模式，压
缩办理时限；在培育资源上做“乘法”，依托
镇街综合服务中心与城镇社区，搭建社区
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为社会组织提供
活动场地、人才队伍等全方位支持。

红色引擎
驱动治理提质增效

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高唐县
人和街道办事处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积极
赋能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一方面，选派
党建指导员，深度融入联合会日常工作，强
化组织引领；另一方面，整合辖区场地、资
金、人力等多元资源，将联合会纳入基层治
理核心体系，在社区环境整治、矛盾调解、
困难帮扶等工作中，优先与联合会展开合
作，助力公益服务项目精准落地。

人和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紧扣居
民实际需求，围绕家庭急救知识普及、社会

道德建设、全民健身推广、红色文化传承、
“一老一小”关爱、公益法律服务等主题，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130余场，吸引5000余名
志愿者踊跃参与，惠及群众超2万人次。

高唐县着眼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规范
参与基层治理，创新工作机制，开展社会组
织“两个覆盖”集中攻坚行动。在镇街级社
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
备成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以派驻党
建指导员的方式，将党的领导贯穿社会组
织发展全流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同时，
搭建跨部门协同平台，联合各业务主管单
位，指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解决
治理难题，聚焦基层治理痛点与群众需求
热点，整合资源、协同发力，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银龄行动
点亮幸福晚年之光

“多亏鱼丘湖老年协会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场地，还组织我们老年人每天在
老年服务站唱京剧、跳舞、练书法，让我们
的老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鱼丘湖社区的
张阿姨感慨道。

鱼丘湖老年协会牵头组建了京剧、葫

芦丝、合唱、歌舞、摄影、书画等多支老年人
文体团队，积极参与各类演出活动，为老年
人搭建起丰富的活动与社交平台，让银发
群体重新焕发社会活力、体现社会价值。
此外，在老年协会的推动下，社区成立了敬
老孝亲志愿服务队，与孤寡、困难老人结成
帮扶对子，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为老年人织
密“防护网”。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今年以来，高
唐县将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作为社区社会组
织建设的重点方向，通过“政府搭台、社会
组织唱戏、群众受益”模式，全面加强老年
友好型社区建设，更好满足老年人各方面
需求，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高唐县基层老年协会以“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为目标，一方面吸纳有意愿并且有
能力的老年人加入，让老年人从“被动养
老”转变为“主动享老”，另一方面组织开展
为老服务和老年互助活动，为老年人解决
实际困难。全县目前已备案成立 33 个老
年协会，并计划在所有村（社区）推广基层
老年协会的运行模式，让更多老年人共享
社会发展成果。

家门口的“幸福纽带”
——高唐县838个社区社会组织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通讯员 岳良英 晋学娟）7月1日，记者
从冠县林业局获悉，今年以来，冠县以林长制为抓手，开展野生鸟类
保护专项治理行动，通过“制度+执法+宣教”三维发力，构建起覆盖
全县的野生动物保护网络。

制度先行筑牢防线。冠县发布《冠县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陆生野
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明确全年禁止使用任何猎捕工具。
依托三级林长管理体系，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考核，建立“网格化+信
息化”监管体系，推动野生鸟类保护工作横到边、纵到底。

联合执法雷霆出击。6月以来，冠县林业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农贸市场、餐饮场所等184处，巡
查鸟类栖息地77处，立案查处非法交易案件1起。加强对15处候鸟
迁飞通道的重点巡护，出动执法车辆290车次。

全民参与凝聚共识。冠县创新“执法+宣传”模式，发放保护手
册3300余份，悬挂标语81条，通过“村村响”广播、融媒体平台覆盖15
万人次，凝聚全社会护鸟合力。

三级林长联动

冠县开展野生鸟类保护专项治理行动

6 月 25 日，东昌湖风
景区，一池荷花竞相绽放，
引得市民纷纷前来打卡留
念。

近年来，我市以绿色
发展为导向，通过不断改
善生态环境，持续推动绿
色产业、绿色技术、绿色消
费等新兴业态发展，以生
态之美厚积发展之势。

■ 本报记者 董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