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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嵌入社区
更要精准“嵌入”人心

□政青

为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近日，世家社区党委统筹规
划，在小区边上的竹行公园
空场上打造了一处儿童游
乐设施，吸引了众多家长与
儿童前来游玩，受到居民广
泛欢迎。

（1月14日本报8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
贺词里指出：“家事国事天
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是头等大事。”社区虽小，却
连着千家万户。将公共服
务嵌入社区，让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到优质普惠的服务，
是“关键小事”，更是“民生
大事”。公共服务嵌入社
区，渗入社会运行的毛细血
管，能够更加直接、精准地
解决民生痛点。

对群众点滴的关爱，体
现在让群众在家门口、楼底
下享受优质服务。当然，各
个社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如
何“嵌入”没有标准答案，但
离 不 开 政 策 的 精 准“ 浇
灌”。通过市场化择优、委
托经营等方式，积极培育服
务运营主体，提供低成本设
施建设场地空间，体现出“扶
上马送一程”的政策善意。
加快社区周边闲置厂房、仓
库、集体房屋、商业设施等社
会存量资源出租转让，用好
城市的“金角银边”……凡此
种种，都需要城市管理者下
足“绣花功夫”。

服务嵌入社区，更要精
准“嵌入”群众的心坎里。
应当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
嵌入式服务的设计，增强服

务实施的互动性。比如，由
共驻共建单位、网格能人、社
会组织、沿街商铺、红色物业
等多方力量共同组成“嵌入
式”服务团，实现多样化的服
务资源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
接，确保居民需求“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回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孩子的抚养教育、
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
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
也是国事。期待更多社区
积极探索，让社区成为更
好承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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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亲人”流行

随着寒假、春节即将到来，
许多年轻人与实际亲人相处的
时间也悄然来临。有实际亲人
却爱看“电子亲人”，许多“电子
亲人”网红博主在一年内涨粉
几十万，活跃度高的“活粉”比
例惊人。对此，你怎么看？ 激活老街区，多下“绣花”功夫

□琮琤

时值小寒节气，天寒地
冻，但位于崇川区的寺街还
是人来人往，柒柒文创、火
羽白、木樨庭……8家承载
着南通文化特色和现代潮
流元素的快闪小店焕新亮
相，吸引了不少游人、居民
重返南通古城空间。

（1月14日本报6版）

寺街西南营作为南通
现存最古老、历史底蕴最深
厚的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
这座城市的乡愁与根脉。
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对其
进行保护更新，是摆在城市
建 设 者 面 前 的 一 道 必 答
题。而南通给出的答案，无
疑值得称赞。

在保护修缮方面，我市

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
度地保留寺街西南营的“原
汁原味”。而在活化利用方
面，我市则实施了“小规
模、渐进式”的多元更新路
径，通过街区景观、空间设
施的局部提升和微改造，
吸纳年轻化元素与潮流业
态，提升了街区活力。这
充分说明，只要保存城市
文脉肌理，根植地方传统
文 化 ，就 会 让 历 史 街 区

“活”起来。
事实证明，将繁荣向上

并具有体验感的旅游业和
带有生命力的商业跨界融
合，历史街区才能受本地市
民拥趸。让历史街区得到
有力保护，要以文化传承、
历史价值为底线，做活历史

街区保护与利用的大文章，
摒弃急功近利、大拆大建，
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
围绕活化利用、业态提升，
把“老街区、旧时光、新生
活”呈现好，不断探索多元
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
开发模式，注重节点的衔接
性和层次性，融入“智慧”科
技，打造创新业态，形成连
线连片格局，实现并蒂花
开，演绎经典。

多下“绣花”功夫，善
于画龙点睛而避免画蛇添
足，就能确保历史文化街
区改造更新经得起人民的
评判、经得起时间和历史
的检验，从而让更多“老街
老巷”焕发新活力，点亮美
好生活。

睦邻文化活动多多益善
□鹰远

11日，南通开发区新开
街道碧桂园社区首届文化
艺术节开幕，活动旨在提供
一个展现社区居民才艺、增
进邻里情谊、推动社区文化
建设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提
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1月14日本报8版）

邻里关系是社区治理
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城市
文明素养程度高低的重要
体现。近年来，南通各街道
社区广泛组织居民群众参
与睦邻活动，并走访困难群
众、关爱独居老人等，这些

活动既有利于增进大家对
社区、城市的归属感，也有
利于增强市民整体文明素
质，营造和谐有序的社区生
活氛围，推进社区文明和美
好家园建设，值得推崇。

实践证明，各街道社区
广泛深入开展的睦邻文化
活动，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的重要载体，是构筑起和
谐社会的稳固根基。正如南
通开发区新开街道碧桂园
社区举办首届文化艺术节，
拉近了邻里之间心与心的
距离，让与邻为善的氛围涵
养出文明的新高度，也让城
市拥有了更温暖的胸怀。

毋庸置疑，社区是城市
生活的基本单元，把社区建
设成文明幸福的共同体是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应有之义。南通市应积极
建立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
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培
育新型邻里关系，拉近居民
间的关系，形成和睦相处的
社会氛围。各街道社区要
进一步完善自身功能，开展
形式多样的睦邻活动，为居
民提供相互沟通交流的场
所和方式，更好地发挥服务
群众、排忧解难的作用，进
而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在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的
背景下，乱检查的危害不单单
是罚了一笔款、扣了一批货、停
了几天产的事，破坏的是法治
化营商环境，影响的是人民群
众的预期和信心，损害的是党
和政府的公信力。行政检查
执法人员必须牢记为人民服
务的理念，按程序执法，凭良
心办事，真正发挥规范涉企行
政检查的作用，为企业安心经
营、放心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经济日报：《严格规范
坚决遏制乱检查》

破解过期药难题，既要探
索建立正规回收渠道，也要找
到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过
期药品的产生。在这方面，药
品生产商要按照病种和疗程推
出不同规格的药品，避免不必
要的“大规格”“大包装”；有关
部门要完善药品拆零标准，规
范药品拆零售卖行为，方便群
众按需购买；医院等医疗机构
应当强化管理，防止医生“小病
多开药”；广大居民亟须转变观
念，学会合理用药、理性购药，
减少不必要的囤药行为。

——工人日报：《打通回收
“最后一公里”，给过期药找对
“归宿”》

@沉默之中 亲近“电子
亲人”，并不能证明年轻人不爱
实际亲人。所以，对这一现象
应予以宽容、理解。

@余清明 成长期的年轻
人选择“电子亲人”作为倾诉对
象和情感寄托，可以宣泄个人
情绪、舒缓心理压力、增添生活
信心，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明天的我 有人担心过
度依赖“电子亲人”会加剧“代
际隔阂”，纯属多余。再说，没
有“电子亲人”的年代，“代际隔
阂”乃至“亲人变仇人”的实例
也不少见啊。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拎稳“菜篮子”

近日，通城气温下降，但
“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呈现
下降态势。记者13日从通农
物流获悉，由于本地蔬菜生长
环境良好，产出稳定，货源充
足，通农物流蔬菜区上周蔬菜
价格有所回落。

（1月14日本报7版）

要用“两条腿”走路
□知新

保供稳价是守护好老百姓
餐桌的“定盘星”。不起眼的一
把菜能否量足价稳，事关老百
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方面要强化货源外调，
根据消费习惯和时令需求，加
大与大型供应商、电商企业、预
制菜生产商的无缝对接，完善
常态化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
确保蔬菜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
上市供应；另一方面要强化自
给内产，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保证“菜园
子”面积稳中有增、品种更加多
样，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溯源化管理、品牌
化经营。在此基础上，要建立
和完善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
告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串
通涨价、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既不能“菜贱伤农”，也不能“菜
贵伤民”。另外，还要着力解决

“最后一米”的通达问题，以不
断满足老百姓的多样化、个性
化消费需求。

拎出满满的幸福感
□梁正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但随着城市化程度越来越
高，仅仅手中有粮还不行，还得
保证市民的“菜篮子”里有菜。

“菜篮子”装的不仅是蔬菜，更
是民生。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民
众对蔬菜、肉类、禽蛋等“菜篮
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增
长，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局
面。解决之道在于：既要避免
一些不良经销商借机炒作，出
现不正常涨价的情况，又可仿
照粮食保护价制度，在蔬菜流
通领域设立类似的机制，保护
好农户种菜和居民消费的积
极性。

稳定“菜篮子”，需保障商
品供应，需稳定市场价格，需强
化市场监管。在食品安全问
题上，生鲜市场要严把进货关
口，有关部门要做好监测和监
督工作，让市民消费更放心。
我们由衷期盼，在更多民生议
题上，职能部门能继续展现务
实的工作态度，勇于担当、敢
于作为，推出更多利民惠民好
政策，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稳稳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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