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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县域纵横

“进入冬季，要严防野外用火安全，请大
家一定注意自家取暖安全，有什么事情及时
联系……”入冬以来，防火工作成了他时刻挂
在心头的工作。他就是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
村党支部书记高四平。

军人出身的高四平胆大心细、雷厉风行，
考虑村民问题细致入微，解决村务问题别出
心裁，处理各种问题游刃有余。从退役军人
到基层干部，他将全部工作热情奉献给了心
中牵挂着的家乡热土，用心用情为民办实
事。他总能急人所急，想人所想，以一颗热心
肠主动作用、多方协调、干好“后勤”工作。

每次见到高四平时，他总是挺着腰板，一
身正装简单而又朴素。任村支书以来，高四
平团结带领白城桥村村民，从一个“老大难”
的村子，完成了如今的华丽蜕变。

在白城桥村村民叶永珍的眼里，高四平
是和亲人一样的好支书。2018年初，她家的
后墙塌了，正值过年期间，一时之间找不到
人来修。高四平知道以后，当即到县城找工
人给帮忙维修，连夜施工修好了后墙。叶永
珍感激地说：“有这样的好支书我打心底里
感动……”

在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57岁的高四
平的身影每天都穿梭在村里，他是为大家跑
腿的专业办事员，也正因为他对群众有求必
应，“有困难找四平”成了一种习惯。

“四平，我今年 60岁了，你赶紧给帮着办
一下领养老保险的手续。”“四平，俺娃上大学
了，家里情况你也知道，你不忙了给帮着申请
一下助学贷款。”

…………
高四平办事认真细致，在村里长大的他

对每家每户、一花一草都怀着深深的感情。
多年以前，白城桥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

收入不高，村容村貌落后。高四平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下定决心要改变贫困的面貌。

穷则思变，不光要兜住民生的底线，还要
看到更远的未来，找到群众增收致富的好路
子，鼓起村民的钱袋子，成为了高四平心心念
念的新重点。为改变众人对村子产业发展的
老印象，彻底走出“穷、恶”的恶性循环，高四
平多方奔走，和村“两委”积极协商，争取项目
资金。2021年，在乡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
下，依托现有产业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
邢家塬村组建成了 110亩的集体经济果园。
加之之前的特色水产养殖以及烤烟产业的发
展，白城桥村逐渐走向产业多元化发展。

“如果选上‘乡村振兴示范点’，能给村子
里改造。”在和别人聊天时，高四平了解到这
一政策，随后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在他的
努力下，邢家塬村组乡村振兴示范点开始动
工。

百年古槐重焕生机，静静荫蔽着村头的
活动广场，青砖白墙下的块块菜园、整齐排列
的房屋与干净宽敞的巷道……这是竣工后白
城桥村邢家塬村组的“画卷”。

“四平真给村里办了件好事！”说起这件
事情，村民脸上洋漾着幸福的笑容。

为保持新建庭院的干净整洁，高四平又
将队部门前的环境卫生评比栏设置在了邢家
塬村。不仅在队部进行卫生评比，还在邢家
塬村将家户卫生进行现场打分排名，调动村
民人居环境自治的积极性。“既要‘各扫门前
雪’，还要两户轮周打扫，这样一来大伙儿就
能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了。”
高四平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村子里的路
不好，一下雨坑坑洼洼，这一直是高四平的

“心病”。他苦心研究政策，积极向乡、县反
映，最后得到了大力支持。2022年上半年，贺
家沟村组水泥道路完工，彻底打通了村民出
行的“最后一米”，方便了全村 83户 308人的
生产、生活。但对于高四平来说，未完成的事
情还有很多。

鞠身实干，心系全村大小事，走千家万
户，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多年来，为民
服务的好本领就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
中实践出来的。他用一个个实际行动，让全
村人民感受到喜悦。“要给大伙儿办些实实
在在的事儿。”高四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记黄龙县崾崄乡白
城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四平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刘宁宁

有困难找支书

● 高四平（左）上门为村民服务

洋溢在百姓脸上的幸福笑容
——黄龙县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纪实

通讯员 刘玉蓉 记者 杜音樵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块“金字招牌”，代表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更是一项“民心+口碑”工程，

体现了群众对城市建设管理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近年来，黄龙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创建为民、创建利民、

创建惠民”理念，从“小切口”入手，聚焦常态化、长效化，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过程中，用一

项项硬核措施把创文工作做在老百姓心坎上，让洋溢在百姓脸上的幸福笑容越来越多。

改造是创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如何让改造“改”出幸福感，

“造”出满意度？如何让创文真正得
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黄龙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改造关键是要从群众需求出

发，突出一个“实”字。
老旧小区一直是群众心坎上的

一件大事。“以前小区进出道路比较
窄，配套环境也不能满足大家需求，
尤其是没有电梯，老年人上下很不

方便，大家都期待能尽快完成改
造。”在黄龙县物资局家属楼居住了
多年的李忠学说。面对群众期盼，
黄龙县由政府“下单”变为群众“点
单”，因地制宜制定“一楼一策”、标
准适中的改造方式，对照宜居示范
小区创建标准，确保应改尽改。

走进小区，一眼就可以看到楼
梯外的一栋栋电梯玻璃房，反射着
阳光。现在物资局家属楼的改造工
程已全部完工，原本老旧拥挤的小
区从“里”到“外”颜值大变，既有了

“面子”更有了“里子”。“经过改造，
小区道路宽了，路面平整了，电梯有
了，我们住着也更舒心了。”

目前，物资局家属楼等 57个老
旧小区全部改造完成，2022年 7个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完工6个，正在
改造1个。结合创文，改造工作以给
排水管网、屋面防水、外墙保温安防
监控系统等为重点，充分征求居民
加设电梯意愿，共加装18部电梯，安
装智慧安防系统 12套，让改造春风
吹进老旧小区，推动忧居变优居，让
群众从心底满意。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居住环境的需求也有了新变化。为
了让群众畅享更加舒适宜居的生
活，实现“推窗见绿，出门看景”，深
化创文成效，黄龙从身边环境入手，
打造集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

“五分钟休闲圈”，让“家门口”发生
的小变化给群众生活带来满满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走进黄龙大街小巷，满目皆景，
一派生机盎然：公园设施齐全、景观
丰富，“口袋公园”主题鲜明、功能多
样……

“这个口袋公园就在小区旁边，
几步路就能走到，平时带着孩子来这
玩玩游乐设施、散散步，很是方便。”
家住水磨坊小区的李女士高兴地
说，“虽然公园不大，但是游乐设施、
步道都有，不论是带着小孩子还是父
母活动都可以，既满足了我们的休闲
需求，也不用跑那么远去找公园了。”

“口袋公园”是城市微更新的一
项重要内容，为周围群众提供一个
休闲娱乐新去处的同时，让城市的
品质进一步提升。“口袋公园”因其

规模较小而得名，是市民家门口的
公园。黄龙县充分利用城区的闲置
地、边角地、零碎地等，微改造、微提
升，建设贴近市民生活的城市微空
间，不仅提升城市“颜值”和城市品
质，更完善了服务群众等功能。

在县城建设过程中，黄龙县遵
循“区域性、功能性、生态性、景观
性”的原则，结合各点位实际情况，

“见缝插绿”“以点成网”，将生态、景
观、功能融于一体，为城区居民提供
休闲、健身、娱乐的城市绿色公共空
间。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和绿地，
黄龙县共有15处。

为了给广大群众打造更多的家
门口“微幸福”，近年来，黄龙县把优
化城镇空间结构、提升城市品质纳
入创文工作中，城区内增设河道景
观8公里，建成景观桥15座、水景观
6处，水景面积达到 20万平方米，绿
地公园 15处，绿化总面积 98.7万平
方米，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分别达 47.9%和 44.1%，城区人均
公园绿地 18.2平方米，以宜居为目
标让群众生活更舒适、更便利。

因民之需，改造改出“幸福感”

围绕努力建设信仰坚定、崇德
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
意的新黄龙目标，黄龙县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明
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网格、扎实推
进工作进程，形成了“五级联动、全
员参与、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不

断以更精细的管理、更贴心的服务，
全力破解痛点难点，用为民服务的
成效检验创文工作成果。

近日，记者看到原本坑洼破旧
的原供销社家属院焕然一新：原本
岌岌可危的楼房没有了，坑洼泥泞
的路面硬化了，院子有了“停车场”。

“中心街这里上班的人多、居住
的人多，停车难、停车乱成了常有的
事，现在把隔壁闲置的院子给建成
了微型停车场，回家停车方便多
了。”住在后街欣欣家园小区的居民
刘正英说。

据了解，为满足市民出行停车
需求，推动文明城市创建，黄龙县把
新建“微型”停车场作为重点民生项
目实施，充分摸排整理，充分利用闲
置资源，围绕老旧小区、中心区、校
区、院区等四大区域停车难、停车乱
的问题，在锦苑小区楼下、移动公司

广场东西侧、原供销社家属院等地
“见缝插针”建起了“微型停车场”9
个，新增停车位 165个，同时对城区
原有停车场和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
进行改造升级，共计开放停车场 19
个，停车位1200余个，停车场运用智
能停车系统，实现无人收费通闸，极
大地缓解了市民“停车难”问题。

不仅是解决“停车难”问题，黄
龙紧盯交通文明治堵、市容市貌治
乱、农村环境治理等难点，统筹联
动，把功夫下在平时，干好群众关
心、社会关注的好事实事，让群众畅
享实实在在的创文成果。

截至目前，城市更新行动成果
显著：黄蒲高速、延黄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改造国省干线、农村公路
190.6公里；更新城区道路交通标线
6000平方米，增设行人过街 LED提
示牌 39处，对城区 9处坑洼路面完

成修补；完成城西社区广场改造项
目，完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提高社
区管理服务水平，环境品质和服务
功能全面提升；实施小区充电桩建
设项目，加大非机动车停车棚建设，
根本解决飞线充电治理难题；按照

“就地就近、合理便民”的原则，取缔
城区人行道自行车停放架，在各单
位和公共区域设置非机动车集中停
放点，新增非机动车停车点42个，实
现“200米内便捷停放”。

一处处改造提升持续加码群众
幸福，一项项服务实实在在回应百
姓需求，一个个民生项目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黄龙将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与文明创建相结合，让创文
因民所需、惠民于心、为民所用，为
群众创出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
感、获得感，让越来越多的笑容洋溢
在百姓脸上。

为民所用，接力“更新”满足感

惠民于心，服务“加满”亲近感

“以前回家碰到作业不会做只
能空下，爷爷奶奶不会教，爸爸妈妈
不在身边，现在在这里不仅有志愿
者哥哥姐姐教我们做作业，做完还
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我很喜
欢。”在城东社区“六点半”课堂上参
加活动的小学生开心地说。

志愿者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
力量。近年来，黄龙县在创文中大
力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全县现有志愿者队伍 30
支 520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活
动为载体，深化“小蜜蜂”学雷锋志
愿服务品牌建设，印发了《黄龙县

“文明花开 创城有我”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实施方案》，开展了各类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165场次。

一堂堂课后活动、一次次爱心
义剪、一次次旧衣回收、一张张笑
脸……在志愿者们的合力共建下，
各项志愿服务全面深化，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成事，用
心用情传递幸福温度。目前，黄
龙的志愿服务已实现常态化、制
度化和规范化，一顶顶“小红帽”、
一件件“红马甲”成了这座小城一
道亮丽的风景。

不仅是志愿服务，城市基础服
务设施更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与文
明程度的重要支撑。近日，记者走
访了部分公共场所，发现小小母婴

室正在成为“文明标配”，温馨舒适
的环境与功能让“妈妈们”外出时不
再“头疼”。

走进黄龙县客运站，在大厅的
右侧一眼就可以看到母婴室。空间
宽敞明亮，防滑地面、带安全扣的婴
儿尿布台、婴儿床、饮水机、桌子等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让带婴幼儿出
行不再是一件“苦差事”的同时，也
从细节处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与
温暖。

据统计，黄龙县共建设完善公
共场所母婴室3处，全面整改城区无
障碍设施 110处，修建公共厕所 24
个，用心用行用情补全文明创建公
共基础设施短板，用小设施彰显文

明“大形象”，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
度、更加贴心，群众的幸福感、安全
感大大提升。

● 志愿者为群众宣传防疫知识

● 微型停车场

● 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