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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
邢家桥社区，一栋栋居民楼干净整
洁，花草盆景点缀其间，居民三三两
两围坐着“摆龙门阵”，仿佛来到了
一座新建小区。然而，三年前这里还
是一个环境脏乱、矛盾重重、人人嫌
弃的老旧小区。谈起社区的蝶变，居
民们总会归功于“整整书记”——— 邢
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
　　邢家桥社区人口有 1.1 万多
人，其中安置房 488 套、安置户
1422 人。这些安置房建于 1992 年，
曾是当地居民向往的“新村”。但是，
近 30 年过去了，房屋漏水、墙体脱
落、缺物业管理、生活配套设施差等
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房屋已无法住
人，群众反映强烈。
　　“上厕所要打伞，怕被楼上渗漏
的粪水浇头，做饭时怕墙渣掉进锅
里。”家住一楼的 71 岁居民曾凡玉
老人对记者说。
　　看着越来越破旧的小区直着
急，谢兰多次向上级争取老旧社区
改造项目支持，2017 年两江新区将
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合整治列入民
生实事。可让谢兰没想到的是，这项
民心工程却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这么破的房子能改造好吗？”

“搞面子工程有什么用？”……担心
改造治标不治本的居民占了大多
数，大家都希望政府对该片区进行
拆迁和补偿。但经评估，这些安置房
并非危房，也不具备拆迁条件。
　　怎么办？谢兰试图给居民们做
思想工作，结果遇到的是居民的质
疑。“有人说我想借改造工程发财，

骂什么的都有。”谢兰说。
　　为了群众的安居梦，谢兰和社
区工作人员没有气馁，挨家挨户走
访，听取居民诉求，有的家庭走访了
上百次。终于，居民态度开始转变
了。2018 年年底，邢家桥社区整治
试点楼幢开工，样板间让居民看到
了希望，几个月后整治工程全面
启动。

　　 2020 年初，随着整治项目完
工，邢家桥社区居民陆续搬回了新
居。墙体坚实、厨房厕所干净敞亮、
新增了停车场……居民们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个个眉开眼笑。搬家
时，谢兰为每户家庭拍了张全家福
照片，让他们的幸福笑容定格。从
此，居民们给谢兰取了个外号叫“整
整书记”，意思是把群众的事“整巴

适”。
　　邢家桥社区还构建了网格化
党建管理模式，“社区党组织”“网
格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协同发
力，调动党员、居民、社会组织等
参与基层治理，“婆婆陪聊队”“小
二服务队”等群众自治小组达到
13 个，居民们互助互帮，邻里关
系更加和睦。

　　 7 月 1 日，作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代表，谢兰受邀参加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这更加坚定了我心中
的信念——— 牢记入党初心，为人
民谋幸福，把解决老百姓急难愁
盼的事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谢
兰说。
　　在谢兰看来，群众的小事也
是社区的大事。邢家桥社区建立
社情民意台账，按照小事当天办、
急事当月办、难事当年见效的原
则，及时在小区公示，回应群众
关切。
　　“建议增加健身器材”“建议
单边规划停车位”……在邢家桥
社区“回音壁”上，群众意见每一
条都标注了落实情况、整改状态、
联络人等。记者看到，在已完成事
项后面，都标注着“电话回访：满
意”。
　　小区居民的需求就是社区书
记的追求，服务群众从最后一公
里到最后一厘米……基层干部这
样介绍谢兰。新征程上，进一步完
善基层社会治理，谢兰这样的社
区书记重任在肩。
　　坐在装修一新的家里，曾凡
玉老人说：“真没想到破房子竟然
变成了新房子。党员干部为我们
办实事，我们能不拥护党吗？”

（记者周凯、梁文雅、王如歌
参与采写刘晶瑶、侯伟利）
新华社重庆 7 月 20 日电

掏心窝子·干出样子·成一家子
把社区居民的事“整巴适”，“整整书记”有本“基层治理经”

　 　 新 华 社 杭 州 7
月 20 日电（记者商
意盈、李平、温竞华）
群众哪里有痛点，数
字化改革就指向哪
里。近年来，杭州市着
眼于精准服务群众需
求，推动数字化运用，
多 维 度 增 强 群 众
福祉。
　　近日，家住杭州
市萧山区瓜沥镇的陈
梅昌老人到社区服务
站就诊，社区医生一
键就查阅出老人近年
来在各个医疗机构的
所有检查和结果。
　　“如果遇到疑难
问题，我们还可以发
起远程会诊，选择数
字医共体中的上级医
院专家会诊。而且，病
人在家门口也能享受
慢病远程续方、送药
上门等服务。”医共体
医生鲁建锋说，医疗
数据的“一本账”让当
地老百姓有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我们建设了覆
盖全区域健康医疗大
数据的‘健康大脑’，
该平台包含萧山区
135 万建档人口的健
康数据、全区 10339
名医卫人员的能力数
据和近 5 年萧山区
居民的疾病图谱。”萧
山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总工程师沈小虎说，

“健康大脑”的建成运
行，不仅有助于提升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
水平，更为群众全生
命周期的智慧化健康
管理和医疗服务提供
了有力支撑。
　　小区停车难曾是
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居民反映的高频事项之
一。“以前这条马路两边都是违停的车辆。”东新街
道万家星城社区党委书记章丽萍指着小区门口的
东文路说，自街道运用“数字驾驶舱”技术，综合分
析周边的交通流量、停泊车位等数据后，他们在一
路之隔的新天地街区“找出”600 个夜间空余车
位供小区居民停用，大数据挖掘“共享车位”让小
区居民的路面违停减少了 66%，新天地停车库的
停车数量也相应增长了 17%。
　　拱墅区瓜山未来社区入住了 7800 余名青
年，是杭州市目前最大的租赁型青年社区。面对居
住青年邻里社交难、创业政策知悉少等问题，社区
积极应用数字化场景破解该难题。
　　“我们开发上线全省首个‘未来社区 App’，
为这些入住青年提供服务入口。该平台实现线上
看房、人脸门禁、线上缴费、资讯活动、政策查询、
在线报修、预约保洁等服务功能的全覆盖。”瓜山
未来社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洁说，与此同时，他们还
为广大青年租友提供了线上社团活动、网络学习、
线上党建等服务。
　　一键护理、一键点餐、一键听课、一键医
疗……西湖区今年 4 月份上线的“一键养老”数
字化平台，让 67 岁的夏阿姨切实感受到便利。
　　“截至 2020 年底，西湖区 60 周岁以上的老
年 人 口 已 近 1 4 万 ，占 全 区 总 人 口 数 量 的
18.05%，其中 90% 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如何利
用数字化手段解决老年人高频需求和生活问题，
是我们开发‘一键养老’智慧平台的初衷。”西湖区
民政局办公室主任俞芹说，目前在“一键养老”平
台上，有小至上门理发、大到法律咨询等老年人高
频服务内容 30 多项，较好地满足了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未来，系统还将根据用户信息、
历史数据、行为习惯等，主动、准确推送服务事项，
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就是要把老百姓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数字化改
革成果的最终目的。我们利用数字化为群众需求

‘画像’，并从中提炼形成改革任务，打通堵点、连
接断点、解决难点，最终提升民生福祉。”杭州市数
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傅卫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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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9 日拍摄的杭州市萧山智慧城市
指挥中心。    新华社记者耿馨宁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任会
斌、安路蒙）盛夏的岱海，在蓝天映
照下碧波荡漾，处处水鸟盘旋、芦苇
丰茂。岱海叫海却不是海，而是内蒙
古自治区第三大内陆湖。20 世纪
50 年代，湖面有近 200 平方公里，
是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儿女的母亲
湖，素有“塞外天池”的美誉。
　　受沿湖工农业取水和自然补水
变化等因素影响，岱海湖面逐年萎
缩、水质不断恶化。
　　 2016 年以来，内蒙古不惜成
本“全力拯救岱海”。通过一系列对
症下药的治理举措，去年以来，岱海
萎缩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质、生
态系统也开始改善。
　　工农业取水大幅增加，是岱海

水位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位于岱
海南岸的电厂一度是“吃水大户”，
过去每年要从岱海大量抽水以冷却
发电机组。对此，电厂全力投资 31
亿元进行“湿冷改空冷”技术改造。
现如今，这家电厂已经不从岱海
取水。
　　“农业节水战”同时打响。2016
年以来，当地投资 2.5 亿元把岱海
周边的 21 万亩耕地全部“水改
旱”，耗水的玉米、甜菜让位于节水
的大豆、油菜，1000 眼机电井全部
封停。同时，15 万亩耕地禁施化
肥，推广有机肥。
　　凉城县农牧科技局副局长张
泽说，对岱海沿岸耕地实行“控水
控肥”，每年可节水 2100 万吨，化

肥施用量减少一半以上，大大减少
了岱海的面源污染。“水改旱”后，
虽然每亩耕地的产量减少近 60%，
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有机旱作
农业，可以实现以质补量。
　　“不让用水浇地了，农民会有损
失，但灌溉水用多了，岱海就小了。
大伙都理解，政府还给补贴。”老洼
营村村民吴胜利说，他家积极配合，
十几亩地全部“水改旱”。
　　岱海曾分布有大量鱼塘和养殖
场。为了减少对岱海的生态透支，凉
城县还下决心将岱海周边的十几万
亩滩涂湿地进行围封，人和牲畜都
不能进入，湿地得以休养生息。“湿
地是湖泊的肺，保护好湿地生态，未
来的养殖业发展才会有更好的收

益。”凉城县副县长贾小平说。
　　为进一步改善岱海周边生态
和水质问题，去年开始，凉城县又
筹措出一笔资金，将“一湖治理”
升级为流域治理，发起一场全流
域“大扫除”，实施了岱海湿地清
理整治、电厂中水回用、污水管网
铺设、环岱海周边农村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等 10 多项工程。
　　通过多方不懈努力，岱海的
生态环境正逐步恢复。监测数据
显示，近年来，岱海面积萎缩趋势
放缓，由 2005 年至 2015 年间年
均缩减 2.6 平方公里，降为 2016
年至 2019 年间的年均缩减 0.54
平方公里；水质也在好转，湖中的

鱼类等生物增多。
　　“2020 年，湖面维持在 50
平方公里左右，首次不缩减，让我
们备受鼓舞。”贾小平表示，尽管
岱海治理牺牲了眼前的经济效
益，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
的生态环境为以后的长远发展留
足了空间。
　　当前，在水利部等部门支持
下，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已经
启动，该工程将从黄河干流取水，
预计 2022 年 6 月竣工后开始补
水，从根本上解决岱海作为封闭
性内陆湖的水源补给问题。随着
科学治湖体系的建立、岱海治理
理念的深入人心，“塞外天池”重
现美丽容颜指日可待。

让“塞外天池”重现美丽容颜
内蒙古综合治理内陆湖岱海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丁玫、温竞
华、毛一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
宁社区是一个“非典型”乡村，街道
宽阔，洋楼林立，俨然一个现代化
小城。
　　如今富裕的永宁社区，也曾经
过艰难的岁月。永宁在历史上以农
业种植为主，由于人多地少，上世纪
50 年代初，村民依然过着“吃粮靠
赊、看病靠借、生产靠贷款”的苦
日子。
　　 1953 年，26 岁的年轻党员李
汉章扛起永宁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
担子，一边带领全村改善土地，增加
千亩良田，一边发展工商副业，创立
永宁第一家集体企业，打开了农工
副并举发展的新局面。
　　从最初的永宁乡到永宁公社、
永宁大队，永宁人民的收入不断翻
番。1980 年李汉章因心脏病突然
离世，人们为他入殓时，发现他竟没
有留下一点存款。这一年，永宁村集
体年收入破千万元。
　　“李书记艰苦奋斗、务实肯干的

作风，几十年来深深影响着永宁人；
他一心为公、服务人民的精神，是永
宁一代代党委班子矢志不渝的追
求。”永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伍锦华说。
　　从工农业并行发展到工商业成
为支柱，从集体经济年收入千万元
到过亿元，永宁社区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一条乡村振兴路。
　　腰包鼓起来，日子美起来。从加
强居民养老医疗等各方保障，到推
动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公
共服务，如今，新一届社区党委班子
正努力推进社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协
调发展，实现人民富裕、社会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要求我们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我们的集体企业在市场上拼搏，
获得的利润反哺社区建设发展，以

‘产业兴’带动百姓‘生活美’。”永宁
社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伍志
昌说。
　　作为社区集体企业之一的中山
永宁薄膜制品有限公司，创办近 35

年来，始终传承永宁作风，将一家村
集体企业做出了 13 亿元的年产
值，产品业内领先。
　　 2018 年，公司成立了党支部，
党员大都在生产、研发一线的重要
岗位。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罗耀
凌说：“在党建引领下，员工与公司

的关系更为紧密，企业凝聚力显
著增强，2018 年以来每年效益
都增长 20% 以上，为永宁社区的
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不仅如此，新一届社区“两
委”班子实现了百分百交叉任职，
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党委在各项工

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让永宁
居民生活更美好为目标，有力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三旧”改造等
工作。
　　这个暑期，旧楼改造的永宁
文化活动中心成了最热闹的地
方。除了图书馆，这里还有书法、
绘 画 、音 乐 等 各 类 公 益 性 培
训班。
　　临近中午，初一学生梁耀荧
结束了当天的钢琴课，趁着妹妹
的书法培训班还没下课，就在图
书室看起了书。“放假在家只能看
电视，来这里上兴趣班，充实又有
意思。”
　　驱车行驶在永宁社区平坦宽
阔的马路上，伍志昌突然指着窗
外一片广阔空地让记者看，“我们
对老旧物业进行改造升级，这里
正在建设一个集商、住、办公、休
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业中心。
未来这里建好了，永宁居民的整
体生活水平又能上一个新台阶。”
这位青年干部眼神中充满期待。

一一个个““非非典典型型””南南粤粤乡乡村村的的红红色色传传承承

这是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一角（7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殷家捷摄

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的居民在楼下休憩（7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