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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垚 本报通讯
员 王羽柔 胡静 图文报道

最近，戚墅堰街道河苑
社区老小区改造议事会格外
热闹，因为该社区河苑东村
的老旧小区改造正在施工。
这是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
的老小区，被夹在劳动东路
和河苑路之间，狭长的地块
里夹杂了多栋私房和公用建
筑。本以为各方利益诉求
多，改造起来矛盾重重，没想
到，居民不止一次向施工单
位和社区送来了感谢信和锦
旗。

怎么做到的？近日，记
者一探究竟。

如何改造，居民
群众说了算

“老师傅好，我是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主要是讨论改
造的问题，大家伙有建议意
见的，都可以提出来……”在
河苑东村片区确定老小区改
造后，社区副主任宋丽丽每
天都要走访数十位居民，将
住户的意见一一记录，并将
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标红。

有着30多年房龄的老
旧小区怎么改，宋丽丽记录
下的意见五花八门：增设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维修漏水
的屋顶、增加小区绿化面积、
增加机动车停车位……

社区还开了几场改造通
气会，邀请项目施工方、街道
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居民
代表一起商讨。在会上，家
住东村私房的大爷吴培忠，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年台
风天后漏水特别厉害，好好

的白墙潮湿发霉、开裂脱落，
希望能多刷几层防水，再把
雨污水管道通一通。

就在居民你一言我一语
的建议中，改造的具体实施
方案不断完善，愈发贴近
居民。据统计，改造开始前，
社区发放了600余份意见征
求表，连带施工方先后踏勘
调研现场20余次，多次调整
设计方案。

拿出“实招”，指
挥部驻扎现场

“上个月东村施工正式
开始，思考再三后，我们决定
把项目部建在现场。”从空中
俯瞰河苑东村，整体呈现为
一个狭长的三角形，片区出
入口狭窄。但为了能够及时
和居民交流，项目部经理刘
启云还是决定把指挥部设在
了东村中心。

“居民反馈，东村23幢
南面这里有杂物，社区能否
帮忙找一下是谁家落下的。”
8时，随着一天工作的开始，
刘启云所在的东村临时整治
群逐渐热闹了起来，群里面
有项目部的施工方代表、社
区工作人员和改造片区的热
心居民。每天，项目施工方
会在群内提前发布今天的施
工时间和施工进度；老百姓
在改造中遇到问题，也会直
接在微信群发给相关负责
人。“充分与居民沟通，居民
自然买账。”刘启云说，只要
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施工方
当天就能解决。

良性互动之下，不少百
姓成了项目的义务监督员。
有一次，住户发现小区楼梯
间内的落水管铺设太低，如

果搬运大件物品上楼，难免
会碰撞破损，就请施工队改
正。“我们和负责搭建水管的
公司联系，很快解决了问
题。”刘启云说。

项目部设在改造现场，
让居民有了直接和施工方沟
通的机会，吴培忠就来过项
目指挥中心。“项目部的小伙
子和我讲清了解决方案，上
门施工的师傅做事麻利，人
也很客气。”吴培忠说，整体
改造还未结束时，自己就写
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社区。

“在这里住了30年多，看着
破旧的墙面翻新，漏水的屋
顶修好了，排水管不堵塞了，
我真的很高兴。”

精准服务，将小
事落到实处

11 月 29 日，河苑社区
收到一面锦旗，感谢社区第
三网格网格员周丽娜和法律
顾问陈海峰。

在日常巡查时，周丽娜
注意到36号楼丙单元有居
民家中出现了漏水情况，影
响了其他居民的生活，导致
邻里关系变得紧张。周丽娜
在实地检查后，协调律师参
与调解会议，有效地缓解了
冲突，并彻底解决了房屋漏
水的问题。

“其实矛盾的根源很简
单，由于顶楼住户不在常州，
他的房屋出现漏水情况后没
有及时修缮，导致了4楼、3
楼住户的家中同样漏水。楼
下居民一度想去法院打官司
解决。”社区结对律师陈海锋
说，打官司耗时长，为了能够
尽快解决问题，大家还是找
到了5楼房主，通过律师调
解，3户人家在一周之内就
解决了漏水问题。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从
点滴小事做起。”河苑社区党
总支书记方雷说，比如改造
施工时，尽量不在商业门店
生意高峰期施工，工程运输
车辆非必要不进社区等。

“老旧小区公共空间、配
套设施普遍不足，缺少停车
场、统一充电棚等公共场
所。”戚墅堰街道建设管理办
公室主任周凯表示，针对这
些难点，做了充分的实地勘
察。同时，上门统计改造意
见，将老百姓实际需求考虑

到设计方案中。本次
改造工程，预计2025
年4月完工。

聚焦功能迭代，
城市更新添活力。
戚墅堰街道党工委
书记赖岩松表示，老
旧小区改造，改变的
是环境，凝聚的是人
心，街道将持续推进

“品质宜居地、康养
幸福城”建设，让幸
福感在群众家门口
悄悄升级。

老小区改造一个月以来，施工单位和社区接连收到感谢信和锦旗

家门口的议事会，让“民生”落地有声

■本报记者 周茜 殷雯馨 本报通
讯员 孙心怡 图文报道

3日9时，在武进区洛阳镇新开
放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旧
址，一场名为“重温红色历史 汲取
奋进力量”的文明积分志愿服务活
动正在举行，吸引村民踊跃参加。

“既了解本乡本土的历史，当好
传播者，又积累积分兑换奖励，一举
两得。”瞿家村党员马国荣是积分活
动的积极参与者，掏出手机扫码签
到，他的文明积分平台小程序账户
上很快增添了5个积分。

从线下到线上、从云端到身边，
文明积分制在洛阳镇推行4年多
来，由点及面、由单一变丰富，解锁
了田间地头的一串串文明密码，汇
聚成一股股文明新风。

一事一记，有“尺子”可量

早在2020年8月，洛阳镇马鞍
村就参考武进区入学积分制度，在
全市率先探索“积分存折”的做法，
对村民在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志愿
服务等方面的文明举止进行积分评
定，引领“文明风”。在试点基础上，
去年3月起，洛阳镇逐步在全镇推
广文明积分制度。

“乡村治理中，垃圾分类等往往
牵扯到村民的习惯和利益，靠行政
力量硬推很容易产生矛盾。积分制
通过激励引导，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在瞿家村委会工作人员圣娟
的手机上，记者看到，积分小程序首
页公示了该村的积分规则。总分值
为100分，围绕环境卫生、移风易
俗、活动参与等日常表现，设置了加
分项、扣分项。

“我们每月会发布 2—3 次活
动，每季度由评分组考核一次。”圣
娟介绍，根据考核结果，80分以上
每分可抵5元，当季就能到指定超
市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80分
以下则无奖励。当然也有惩罚，考
核发现的同一个问题，如果连续两
个季度未整改，要双倍扣分。

尽管各村的积分规则不尽相同，
但考核结果都张榜公示，接受村民监
督。今年，洛阳镇文明积分平台小程
序上线后，积分赋分、管理实现全过
程数字化，执行力更强，实现“一事一
记录、事事有积分、分分有内容”。

事事可积，有“场景”可用

由文明积分破题，加出文明乡

风，减去不良陋习，更多“村里事”变
成“家里事”。

前不久，圻庄村委会工作人员
王桢在小程序上发布了一则“为85
岁老年人包馄饨”的志愿活动，引来
多位村民报名。“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帮老年人包点馄饨，做公益的同
时也能增加文明积分。”村民贾晓霞
说，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感受到了被
肯定的快乐。

“很多村民都有热心肠，也有做
志愿服务的意愿，但不知道怎么做、
做什么。”王桢说，文明积分把志愿
行为进行量化，让参与志愿服务的
居民更好地体会付出就有回报。通
过深化圻心老娘舅、圻心大舞台、圻
心助老、圻心关爱、圻心爱卫、圻心
志愿岗六大服务项目，圻庄村开展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让积分
更具“人情味”。

将“美丽庭院”和“精美小菜园”
评比与文明积分相结合，依托“民生
茶社”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事务
和发展建设……在天井村、岑村村，
积分工作也越来越深入民心，逐步
涵盖村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引
领新风尚。

洛阳镇还充分用好王诤故居、
江抗旧址、胡发坚烈士纪念碑等红
色资源，将《记忆 100》、《半部电
台》、“桂花树下小课堂”等复合式
主题党课纳入文明积分活动内容，
以文艺搭台、理论唱戏的形式，激发
村民的自豪感和参与热情。

自治善治，有“标杆”可学

推行文明积分的最终目的是
“服务为民、管理靠民、治理惠民”。
为动员广大村民参与积分、共建家
乡，各村每年评选“文明家庭”“文明
庭院”等，对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和奖
励。洛阳镇根据各村推进情况，每
年投入约200万元用于奖补。

村民尤治建是马鞍村的“文明标
兵户”，也是积分大户，在日常挣分的
同时，经常发动、组织志愿者在村公
共区域开展义务劳动。“清理垃圾、杂
草，每个季度都会组织，参与的人不
少。”在他看来，举手之劳不仅美化了
环境，也拉近了乡里乡亲的关系，潜
移默化中提升了大家的素质。

“身边这些标杆的得分情况和
心得体会，我们在小程序上也通过
积分榜等形式体现，进一步放大‘头
雁效应’。”洛阳镇党委委员顾祺波
介绍，考虑到洛阳镇有大量外来务
工人员，下一步计划通过积分引导，
鼓励出租人动员外来承租人加入本
户积分队伍，共同挣积分；同时，联
合重点企业工会，动员在企员工一
起参与积分工作。

文明积分平台小程序上线后，
对于部分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线
上操作的老年人来说，存在不便。
为此，洛阳镇给每户村民都印发了
二维码，一户一码，工作人员通过
扫码也能进行积分管理，不让村民
掉队。

从线下到线上，从云端到身边——

武进洛阳：积分“钥匙”解锁文明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