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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记，俺该浇花喽！”7 月 8 日
一早，鼓楼区环城街道闸口社区门前，铁
路二三宿舍党员志愿者刘闯拿着一根 50
多米长的水管吆喝着。热心居民张宝斗
闻讯，三步并作两步提着小桶赶来，加入
义务劳动的队伍。

盛夏时节的清晨，铁路二三宿舍休
闲广场，各种颜色的蜀葵争奇斗艳，金鸡
菊、百日菊绽开笑脸。居民们有的用健身
器材锻炼身体，有的坐在花坛边的长椅
上小憩。晾衣架上的衣衫在微风中舞动，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花香。
“两年前，这里还是垃圾遍地、蚊虫

肆虐。”闸口社区党委书记周忠梅一边
带着记者参观，一边娓娓道来。

铁路二三宿舍西侧紧靠坝子街立交
桥，2022 年立交桥完工后，这里形成一个
200 米长的斜坡，久而久之堆满了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成为一个卫生死角。周忠梅
2023 年上半年到任后，了解到居民的心声，
但苦于资金短缺，一时无法解决这个“顽疾”。

近年来，环城街道持续开展“党建引
领、多元共治”书记项目，整合辖区共建

单位资源优势，共同研究解决基层治理中
的急难愁盼，实现协同共治。去年，周忠
梅先后与两家公司实现共建，爱心企业出
资约 7 万元用于二三宿舍小区整治。

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分两个阶段
施工，昔日的垃圾坡化身平整路面和休
闲广场，花草繁茂，健身器材与休闲座椅
点缀其间。居民交口称赞：“咱们这是四
五十年的老小区了，周围也没个养花、健
身的地方。小区有了这片广场，幸福指数
噌噌上涨。”
“虽然没让居民掏一分钱，但整治

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征求了居民意
见。”周忠梅指着广场边缘的绿色护栏
说，“街道组织安装护栏时，我们开了两
次议事会。刚开始有居民要垒成实墙，也
有人建议安装半米多高的栏杆，经过协
商采用了这种 2 米高的镂空铁制护栏，
既不遮挡视线又能保障安全，再种点月
季、蔷薇，又是一道景观。”

垃圾堆变成了“幸福园”，居民都非
常爱惜，几位党员和退休老人自发组织
了一支养花护花的志愿者队伍。王步贞

负责照顾花木，每天忙着清除杂草、捉
虫，还自掏腰包买来肥料施肥。蜀葵最近
到了结种阶段，她精心挑选优质的种子
收藏好，准备明年春天播种。刘闯浇水最
有经验，特地找人安装了水龙头、扯了水
管，“这片地底下原来都是垃圾堆，水分
消耗快，所以要勤浇水，而且每次都浇
透。”张宝斗认养了楼下的一棵桂花树，
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树的长势。甚至有居
民主动将家中的盆栽端到广场上，为小

区贡献一份美丽。就连附近打扫卫生的
环卫工人都加入了义务劳动，每天把这
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从三四月的油菜花，到五月的月季
花，再到如今的蜀葵，二三宿舍的小花园
花事不断。“我们选择花木的时候就考
虑到四季见绿、三季有花。经常有人到我
们这里拍照、打卡。志愿者们轮流值守，
呼吁大家爱花护花，不要采摘。”周忠梅
的笑容如园中的鲜花一样灿烂。

7月的铜山区大彭镇桂发家庭农场内，热浪在钢架
大棚上蒸腾出氤氲的波纹。农场主杨国强弯腰拨开哈密
瓜藤蔓，军旅生涯锻造的挺拔身姿，如今在 50 亩农场里
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剪影。
“今年哈密瓜种了 2 个棚，亩产 10000 斤左右，采摘

加批发，价格卖到每斤 2 元钱，粗算下来，这一季哈密瓜
的毛收入在 5 万元左右。”站在田头，杨国强告诉记者，
闷完棚，8、9 月份定植草莓，“准备种 15 个棚，中间再穿
插种植圣女果、黄瓜等，再拼一年好收成。”

返乡 10 年，这个曾扛过钢枪的退伍军人，在周棚村
的土地上完成了一场农业现代化 “巷战”———从 4 亩露
天菜地到 18 栋温室大棚，从年入 5 万元到创收 140 万
元，钢架大棚折射的光斑里，藏着一代“新农人”的突围
密码———有闯劲、有知识的年轻人在“麦田”里的青春
远征，充满激情和力量，带来“改天换地”的变化。

今年刚 30 岁的杨国强，如今在邻里乡亲眼里，是带
头致富的成功人士。可 10 年前，杨国强刚从唐山武警部
队退伍回家时，村民们可并不这么想。
“别家的孩子，都是去城里闯，这小子咋又从城里回

村了，能有啥出息？”不光村民们这么想，杨国强的父母
也把他“往外赶”，希望他去村外的世界拼搏人生路。

其实返村创业是杨国强早就规划好的未来人生路，
“退伍前，战友们问我将来准备干点啥，那时候，我就盘
算好了，回家种地，种出点名堂来。”

2015 年，杨国强正式退伍。那时，家里包了 4 亩地，
露天种植包菜、白菜、西瓜等品种。一年收入差不多在四
五万元。

返乡头年，杨国强就搞大动作。那一年，刚考完驾照
的杨国强和战友两个人，彼此壮胆，一路高速，奔砀山学
技术。“快到的时候，没油了，只能一人把方向，一人推
着往前走，快下高速的时候才等到救援。”提起那段经
历，杨国强仍记忆犹新。

投资 5 万元，用学来的技术，建了两排 4 栋大棚。可来年的一场暴雪，压垮了
大棚。但庆幸的是，挫折并没有压垮年轻人的梦想。
“原先的棚，是 3 米的竹竿棚，2016 年，我们又重建了 3 个跨度 10 米的钢架

大棚，还是种原先的品种，产量和品质上来了，算是把头年塌棚的损失弥补了回
来。”杨国强告诉记者，出师不利没有让自己气馁，“没想过逃避或是放弃，只想怎
么把困难克服过去，把事做好，把地种好，把日子越过越好。”

2017 年，杨国强又包了一片地，把种植规模从原先的 4 亩扩大到 50 亩，投资
40 万元，新建了 2 栋高标准温室大棚。
“那一年，利用秋天不用卡棚，我家种了 50 亩菜花，正好赶上了好行情，一斤

批发价卖到了两三元钱，一茬菜就挣了十几万元。挣来的钱，再加上跟亲戚朋友
借，七拼八凑总算凑齐了投资建大棚的钱。”杨国强告诉记者。

大棚“鸟枪变炮”，再种常规的果蔬品种，着实浪费，杨国强寻思，改变种植品
种，把返乡创业的步子迈得再大一些。
“刚返乡创业时，想让村里人认可，我在地里拔了一年草，人晒得黝黑，但大

家对我的看法变化不大，还是觉得年轻人回到田头没出息。后来，想明白了，只有
干出了成绩，带头致富，村里人才能认可年轻人投身田头的创业梦想，才能看到田
野里蕴藏着无限的希望。”杨国强说。

2019 年，杨国强转换“赛道”，从种普通的蔬菜瓜果品种，转种草莓。
第一年种草莓，杨国强再次经历“滑铁卢”。
因为缺乏种植经验，购买的草莓苗定植后不久便遭遇大雨，出现传染性病虫

害，栽下的苗子也基本上全毁了。
“出现问题，干着急没用，只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把损失降到最低。”杨国强

告诉记者。
将患病的草莓苗应拔尽拔，又从山东临沂高价购买了带土培植的草莓苗。杨

国强的头茬草莓比别家定植的晚了一个月，这一季 15 个棚草莓的种植成本划到
了 20 万元，交了一笔昂贵的入门“学费”。

为了今后少交“学费”，杨国强沉下心来钻研种植技术，“去外地的种植基地
跟老师傅学 ，在网上找资料学，参加镇里组织的培训班，去扬州大学、常州大学等
高校跟专家学，基本上是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杨国强告诉记者，自己大棚里用的
肥料，全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成分的有机肥，主要是羊粪、牛粪、固渣等，用绿色
种植的方式，生产高品质的农产品。

种草莓、种圣女果、种甜瓜，杨国强的大棚里种的品种越来越多，小伙子索性
建起了桂发家庭农场，继续建大棚，在种植之余，还搞起了采摘，又多了一笔田头
的收益。

10 年的返乡创业路，杨国强走得一波三折。面对挫折和困难，杨国强将之变
成了经验和财富，而不是创业路上的“拦路虎”。
“有梦就去闯，乡村是能承载梦想和希望的田野。”新一代农民，如今正在重

写“土里刨食”的定义。这些“农田特种兵”正在用行动证明:黑土地里长出的不
只有庄稼，还能孕育比都市更辽阔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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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用上“黑科技”

“救命！救命！”在贾汪区安防体验
馆里，9 岁的颜廷旭突然摘下 VR 眼镜，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刚才在虚拟水
域中“挣扎”的 30 秒，让他真切感受到
溺水的窒息感。“眼看着被河水淹没，挺
吓人的！”男孩惊魂未定地告诉带大家
参观体验馆的民警张瑜。

这个建在马庄派出所内的特殊课
堂，让安全教育变得“触目惊心”。体验
馆墙面上，安全出口标识被 5 岁的袁梦

瑶用肉乎乎的手指反复描摹。“这是逃
命用的！”稚嫩的童声在空间里激起细
微波纹，志愿者们相视而笑的瞬间，某种
认知正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传统说教像隔靴搔痒，VR 体验才

是刻骨铭心。”区级人大代表、马庄村
“十必联” 志愿者王娟说，今年村里的
“暑期课堂”最多时有 40 多人，除了双
职工家庭子女，还有一部分是困难家庭
子女。当天特意组织孩子们来体验，科技
手段的介入，让安全教育从说教变为沉
浸式游戏，效果也十分明显。

非遗课堂“捏”出童趣

潘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空气里
浮动着湿润的泥土香。10 岁的王浩迪正
把胶泥在掌心反复揉搓，指缝间溢出的
泥浆泛着微光。“这是蜗牛壳！”他举着
初具形态的作品向区级泥塑非遗传承人
李海良求证，泥点子溅在课桌上开出一
朵朵褐色的小花。

48 岁的李海良是地道的潘安村人，
每周两次来教孩子们捏泥塑。“泥塑不
求形似，但求神似。”他指着孩子们桌上
形态各异的蜗牛说，“你看这个把触角

做成问号的，那是想当科学家；那个在壳
上刻花纹的，可能是未来的艺术家。”

教室角落的保温桶里盛着绿豆汤，
潘安村全科联络员郭晶正给孩子们盛
汤。“天热了得防暑，后勤保障可不能
少。”郭晶说，现在暑期学堂的孩子从最
初的 5 个增加到 20 多个，家长们口口相
传，都说孩子还是送到这里更放心，“比
在家看手机强多了”。

课堂闪烁志愿之光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张琳焮站在黑板
前，彩色粉笔在她指尖转出花样。这个游
戏设计专业的姑娘把美术课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孩子们举着画笔的胳膊像一片
蓬勃生长的树林。
“一听说社区 ‘暑期课堂’ 需要志

愿者，我就主动报名当起‘孩子王’。”
张琳焮笑着说，“既能利用专业特长为
乡亲服务，又能丰富自己的社会实践经
验，一举两得！”在西段庄社区，像她这
样的学生志愿者有 4 人，大家轮流带娃。
4 个学生志愿者轮流编织着特色课程
表，国学、美术、舞蹈像彩色丝线，在孩子

们的时间轴上绣出斑斓的图案。
在荒里村的“暑期课堂”，十多名孩

子围坐在长条桌边，有的读书，有的写作
业，有的在预习功课。刚结束高考的赵培
焱正来回踱步解答问题。这个准大学生
突然发现，讲台和课桌之间的距离，藏着
比想象中更多的智慧和耐心。当防溺水
教育课结束，当电影《抓娃娃》的片尾曲
响起，当塑胶篮球场响起此起彼伏的笑
声，某种关于责任与成长的感悟正在悄
然生长。
“我们整合志愿服务力量，结合各

村（社区）资源优势，开设了课业辅导、
阅读指导、绘画手工、非遗传承、安全教
育等特色课程。”潘安湖风景区管理中
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龙介绍说，此举不
仅解决了看护难题，也帮助孩子们度过
一个有“知”有“味”的暑假。

托管“托起”民生温度

“ 暑 期 学 堂 不 是 简 单 的 ‘ 看 孩
子’。”潘安湖街道议政代表、西段庄社
区党总支书记闵凡胜站在湖畔小区 “家
门口”就业服务点里，身后是正在制作玩
具的宝妈们。这个建在社区的“家门口”
就业服务点，承接了玩具加工、手工编织
等业务，让 30 多位宝妈实现灵活就业。
“以前总为孩子没人带发愁，现在

社区把孩子们管起来，我们才能安心工
作。”正在编织毛线玩具的刘女士说，她
每月挣的钱足够支付家庭日常开销。

如今，在潘安湖街道瓦店社区、权台
村、唐庄村，类似的“暑期课堂”正以不
同形态生长。当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
化作孩子们成长的沃土，当宝妈们编织
的玩具承载起新的生活希望，潘安湖街
道这场温柔的民生实验，正在书写着最
动人的注脚。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

‘暑期学堂’，是坚持‘贴近群众需求，
在服务群众中凝聚和引领群众’的有力
举措。”潘安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鸿鹄
表示，将深耕细作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以扎实务实的举措，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暑 期“ 小 候 鸟 ”，家 门 口 有“ 趣 ”处
贾 汪 区 潘 安 湖 街 道“ 暑 期 课 堂 ”的 暖 心 实 践

本报记者 李权 张雷 通讯员 张晴

将安全防线延伸至每个角落
云龙区黄山街道以系列活动夯实安全生产根基

本报记者 范海杰 通讯员 徐超 王瑞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在行动这阵子的云龙区黄山街道，“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是挂在墙上的
口号，而是融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
楼道里“党建引领安全行”的宣传栏，到
傍晚小广场上的安全知识抢答赛，再到
周末带着居民实地演练的消防疏散课，
处处都是热热闹闹的学习场景。黄山街
道借着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东
风，把安全课开在了居民家门口，一道道
安全防线越扎越牢，将“平安家园”四个
字真真切切写进了每个人的日子里。

消防演练，筑牢“防火墙”

“对准火焰根部喷射，才能有效灭
火。记住，灭火时要保持冷静，动作要
稳、准、狠！”在绿地北社区小广场，一场
消防演练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黄山
街道联合云龙消防救援大队为居民们带
来了一场生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

活动现场，消防人员向居民们详细

介绍不同类型灭火器的适用范
围和使用方法。从“提、拔、握、
压”四个关键步骤，到灭火时的
站位选择、风向判断等细节，都
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和示范。
居民们在消防人员的悉心指导
下，纷纷拿起灭火器亲身体验灭
火操作。许多居民表示，这是他
们第一次实际操作灭火器，通过
这次实践，不仅掌握了使用方法，更增强
了应对火灾的信心。

消防水带使用演示环节一开场，消防
人员就像上了弦的发条般动了起来。只见
他们弯腰抓起卷成圆盘的水带，手臂一
甩，橙红色的水带便“嗖”地展开，接着双
手翻飞，卡扣对接“咔嗒”一声脆响，水枪
与水带便严丝合缝，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整个演练过程中，消防人员时不时
提醒大家 “注意脚下水带”“慢点拧阀
门”。遇到居民操作失误时，他们总能眼
疾手快地扶住晃动的水枪，用温和的语

气讲解要领。既有掌握新技能的欣喜，更
有被专业守护的安心———这场演练，不
仅教会了大家使用消防水带，更让人心
里多了份踏实。

隐患排查，守好“安全线”

今年 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黄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
产综合监管办公室联合社区 12 名安全
员组建“安全先锋队”，手持《安全隐患
集中整治行动自查表》，穿梭在辖区的

街头巷尾，对人员密集型场所和餐饮集
中区展开“地毯式”排查。
“王老板，这个厨房电线没穿管，太

不安全了！”在辖区一家烧烤店，安全员
小李指着裸露的电线严肃地说。同时，他
还指出后厨油烟未及时清理也存在严重
消防隐患，督促店铺负责人立即整改。在
“安全生产月”期间，检查小组马不停蹄，
共检查商户 86 家。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
认真查看场所的消防设施配备、用火用电
用气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场所负责人消
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是

否掌握基本的火灾预防、火灾报
警和逃生自救知识。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场
所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疏散通道
堆放杂物、电气线路私拉乱接、
厨房油烟管道未及时清洗等问
题，检查人员当场提出具体整改
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对不能当
场整改的，明确整改期限和要

求，建立整改台账，跟踪督促整改，确保隐
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

安全宣传，绷紧“思想弦”

民安社区联合蓝天救援队举办以
“安全共筑 幸福民安”为主题的安全宣
讲活动。救援队队员围绕消防安全、急救
技能、家庭隐患排查三大模块，系统普及
火灾逃生“三原则”、急救“黄金 4 分
钟”等核心知识，并通过“沉浸式体验 +
技能认证”模式，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居

民的“肌肉记忆”，以“学—练—用”闭
环模式，让安全知识从“纸上”走到“手
上”、从“课堂”融入“生活”。

梅园社区邀请徐州安维应急技术有
限公司教员部主任杜明凯开展专题培
训。培训中，杜明凯结合真实火灾案例，
剖析家庭用电、商铺货物存放等场景的
火灾隐患，讲解预防要点。他现场演示
逃生姿势、防烟面罩使用方法，指导大
家实操灭火器、消火栓等器材。居民和
商户代表认真听讲、踊跃实践，切实掌
握了应急技能。
“安全生产月”期间，黄山街道共举

办安全生产知识讲座 8 场次，发放安全
资料数百份，辖区居民及各类从业者的
安全生产意识逐步提升。安全，不仅是一
纸条款，更是需要大家身体力行、落到实
处的工作。接下来，街道将继续常态化开
展安全检查、宣传、演练等活动，让安全
防线真正延伸到辖区每个角落，为居民
创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

从 “垃圾坡” 到 “幸福园”
本报记者 吴云 实习生 任俊烨 吕勃燃

跟随周 忠 梅 穿 行 在 铁 路 二 三 宿

舍，目之所及皆是幸福的模样，此起彼

伏的问候声里，藏着最生动的社区治

理答卷。周忠梅巧妙嫁接企业资源，破

解了资金困局，这恰是一种基层治理

智慧———善借东风，方能激活治理一

池春水。

更 为 动 人 的 是 整 治 中 流 淌 的

“共”字情怀。从护栏样式选择到日常

养护，居民始终是主角而非看客。这些

自发守护的微光，汇聚成家园最美的

风景线。它生动印证：当居民从治理成

果的共享者升华为共建者，社区便拥

有了生生不息的内生力量。这份共建

共治共享的温暖答卷，为更多社区点

亮了可感可及的幸福路标。

■记者手记

微 光 成 炬 幸 福 生 香

西段庄社区“暑期课堂”上，志愿者在教孩子画画。本报记者 刘冰 摄

（上接 01 版）

为提升市民智慧出行体验，徐州
公交集团推出“一站一码”服务，依
托“扫码即查”的便捷交互模式，市
民无需下载 App，仅需使用微信或支
付宝扫描站台二维码，即可一站掌控
途经线路、实时追踪公交车位置、精
准预判到站时间。让等车从被动等待
变为主动规划，显著提升了市民交通
出行的效率与体验。

当智慧出行的触角延伸至城市
街头，徐州正以场景创新加速城市治
理的智慧化转型。

近年来，徐州市城管局以城市运

行管理“一网统管”为目标，持续推
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与城市生
命线安全工程融合建设运行。

打开徐州市城市运行综合监管平
台，市政公用、市容管理、环卫监管等
模块清晰可见，该平台依托“人工采
集 + 监测设备感知 + 无人机巡检+AI
识别” 的四维采集网络，聚焦市容、
环卫、市政、执法等多个领域，构建起
运行监测、精准治理、高效服务于一
体的城市治理体系。

治理场景化、精细化，徐州以具
体应用场景驱动智慧建设，显著提升
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效能和水平。

7月 11日下午 2点半，贾汪

区潘安湖街道西段庄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里，9岁的魏梓琪正在

画纸上涂抹，她的画里，穿白大褂

的医生姐姐正在给病人检查。而 7

岁的弟弟魏东来则画了一名消防

员。前方的黑板前，志愿者张琳焮

正举着彩色粉笔，引导孩子们画

出“梦想的职业”。

社区居民陈红影看着 “暑期

课堂”里的孩子，脸上笑意融融。

随后，她赶去附近的社区 “家门

口”就业服务点。“社区把孩子们

组织起来，作业有人辅导，安全有

保障，家长们都特别安心。”社区

全科联络员李静告诉记者。

在这个暑假，潘安湖街道像

魏梓琪姐弟这样的 “小候鸟”有

了新去处———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点）开设的“暑期课堂”。

一个由全科联络员、大学生志愿

者、非遗传承人、退休教师等组成

的“带娃天团”，正用花式托管服

务，破解暑期“带娃难”问题。 智 慧 场 景 传 递 民 生 温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