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微改造”让群众生活更舒心

老旧小区是一座城市独特
的符号，它既见证着城市的发
展轨迹，又体现着城市的管理
水平，更饱含着百姓的殷切期
盼。基础功能设施不完善、绿
化景观配置不合理、外立面老
旧、停车资源紧张等问题，是老
旧小区的“通病”。

居民刘世欣所居住的粮食局
小区是20世纪90年代所建，基础
设施严重老化，居住功能退化，县
住建局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对院
子硬化、雨污分离等基础设施进
行改善，让老旧小区改造既“好
看”又“好住”，从源头上解决了老
旧小区群众的生活难题。

刘世欣高兴地说：“自从楼
房去年加了保温层，室内温度
大幅度提高，用气量也减少了
不少，对个人来说费用就下降
了。再加上给院子进行了硬
化，雨污分流，一下子就整洁
了，下雨了也没有污水横溢，我
们出行更方便了。”

通过改造，黄龙县老旧小区
由“旧”到“新”，道路由“堵”到

“疏”，完善了小区基础设施服务
功能，优化了小区整体环境，“老”
居民过上了“新”生活，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在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黄
龙县全面扩容提升县城基础和公
共服务设施，以“生态旅游的田园
县城”和“景城一体”城市理念，打
造品质城市新样板，因地制宜布
局观景台、亭廊，增加市民游憩休

闲空间。增设河道景观8公里，新
修、加固河堤9.33公里，沿河步
道、自行车道15公里，建成景观桥
15座，水景观6处，居民休闲健身
区30余处，全力打造城区“十五分
钟休闲圈”。

2021年春季以后，家住石
堡镇城西社区的白少东每天天
刚亮就准时出现在环山自行车
道上。这里是黄龙人健身打卡
地，沿途景色令人流连忘返。

“经过改造，广场的地面铺
上了彩色混凝土，显得非常有
活力，亭子也经过了翻新。这
里从早起锻炼身体到中午大爷
大妈打牌，再到晚上大家在这
里跳广场舞，可以看得出这次
改造，改造到了咱老百姓的心
里。”白少东说。

百姓关心的就是各级政府
所关注的。近年来，黄龙县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围绕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高标准规划、精准
谋划，大力实施项目建设，先后
实施了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第二
中心小学、自行车慢行步道、老
旧小区改造等城市补短板项目
建设，把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等与生态旅游完美结合，
与自然生态有机融合，进一步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城
市微改造、微提升，对城市进行精
装修，将黄龙打造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精品县城。”黄龙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赵勇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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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同样是黄龙县委、县政府
近年来“民生实事”列表中的重中之重。

黄龙县中学每周召开的教师互研
会，是教师们相互学习、相互探讨、共同
进步的平台，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最佳途径，是创新教科研工作的具体
实践。借鉴名校经验，加强“本土化嫁
接”研究，将先进管理模式和办学经验
同黄龙县中学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
黄中特色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实践。

“我们学校每周二都召开教研组互
研会，重点研究讨论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研究课标、研究试题、高考题，解决
课堂中存在的问题，提升了教师的专业
素养，提升了课堂的实效，提高了学生的
考试成绩。”黄龙县中学教师张旭红说。

黄龙县中学高三（6）班学生陈熙
正说：“‘四环节’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我的学习有了
很大的提升与帮助。”

黄龙县中学大胆探索实践具有黄
中特色的生态自主德育模式，培养学
生自主管理能力,打造学校德育特色品
牌。在每个班级成立学生自主管理委
员会，学生可以每周自选内容召开班
级例会，不仅提升学校管理水平，也为
学生搭建一个自我成长的平台。

“自从加入了学生自主管理委员
会，我不仅学会了自律，练就了与人沟
通的能力，还让我从遇事慌张变得从
容不迫，从腼腆害羞变得落落大方，让
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成长。”黄
龙县中学高二学生项锐说。

黄龙县中学以制度管理为基础，
自主管理为核心，文化引领为策略，活
动激发为载体，以发展学生，成就学生
为目的，主题升旗、大型活动、主题班
会由学生主持，学生参与策划，把爱国

教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安全教育
等系列教育活动融入德育教育课程，
真正做到了依靠学生、发展学生、成就
学生，给学生提供更多施展才华，提升自
我的机会与平台。

黄龙县中学通过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师队伍，全力
保障高中教育发展，教育教学质量得到
了稳步提升。群众对高中教育的满意度
和认同感不断攀升，优质生源逐步回流，
职教招生改革任务圆满完成，高考质量
凸显良性回升态势，中考质量连创新高。

黄龙县中学校长王延生说：“当
前，学校逐渐步入良性循环发展，正在
朝着内涵发展方向迈进，我们会以更
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不断探索，不断追
求，不断创新，为黄中教育发展继续努
力，努力使教育更加符合人的发展需
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近年来，黄龙县以建设慢城黄龙、
多彩黄龙、平安黄龙、幸福黄龙为目标，
从医疗、生态、旅游、维稳等“切口”入
手，打通了通往民心的“桥梁”。以改革

“力度”不断提升服务民生“温度”，把民
生改革作为推动建设的关键一招，聚焦
基层治理、便民乐民、教育卫生等民生
之急、民生之难、民生之忧。目前，城区
微型停车场、行走的医院、爱心衣橱、五
级联动等做法已取得明显成效。站所
合一、异地养老等加快推进，城市功能
品质、服务品质、生态品质和文化品质
得到不断提升，群众和游客拥有了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张张民生清单的落实，一件件
民生实事的落地，一项项民生工程的
投产，使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越织越
牢，不仅提升了黄龙老百姓的生活品
质，也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
纽带，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在完善城
市建设升级的同时，黄龙县委、县政府将
交通运输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工作。

界头庙镇神地村塔家咀组出村的
道路以前是一条土路，一到下雨天泥泞
不堪，无论是生产生活物资的采买，还是
农副产品的销售都非常不便。自从道
路硬化维修以后，村民们出村比以前方
便多了，外来客商也愿意到村里购买农
产品，农产品价格也比以前有所提高。
说起交通带来的变化，神地村塔家咀组
村民贺福宁深有感触：“我们这个地方原
来都是土路，交通不方便，农产品也不好
卖。现在把水泥路修好了，今年的农产
品价钱也比往年提高了不少。”

界头庙镇神地村监委会主任郑长
学说：“近日，我们还完成了十个村民
小组的巷道硬化以及十个村民小组的
亮化工程，要让群众不仅要‘住’得舒
服，而且要‘行’得方便。”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2019年4月，
黄龙县顺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自此
告别了县城没有公交车的历史。公交车
作为城市发展最基本的交通工具，给大家
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市民的出行方
式日趋多样化，城有公交车，家有小轿车，
楼下有自行车，街道有共享电动车。

黄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
室副主任李鹏介绍，目前黄龙县机动车
保有量达到了1.5万余辆，相比2012年，
十年之间增长了1万余辆。交通工具也

从以前大多是摩托车变成了现在的汽
车和电动自行车居多。十年前考驾照
是职业要求，现在拿驾照成了年轻人的

“成人礼”；十年前驾驶人出门需要带驾
驶证，现在驾驶证电子化了出门带手机
就可以了；十年前办理车驾管业务需要
排长队，现在通过全国交管 12123App
众多事项都可以在线办理。

截至目前，黄龙县共有公路 173
条，总里程 1365.3公里。2016年全县
实现了100%行政村通油路目标，构建
了“三纵四横”的交通骨架网络结构。

黄龙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晓龙
说：“经过‘十二五’‘十三五’十年的不
懈努力，我们共争取项目资金142.76亿
元，其中：新建高速公路 3条 107.2公
里，建成通车 2条 65.4公里，实际完成
投资80.2亿元；改造国省干线公路71.8
公里，完成投资6.2亿元；改造农村公路
463.43公里、通村公路完善工程76.3公
里、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407.7
公里，完成投资5.36亿元，全县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发展。”

据了解，随着黄蒲、延黄高速的贯
通及韩黄高速公路的建设，黄龙县将迅
速形成“东接山西、南连西安、北通延安”
的高速公路网络。使黄龙迅速融入西
安、延安、山西等重点城市两小时交通
圈，对外通高速、县内村村通的公路网络
将推动黄龙步入大交通、大物流时代，为
全县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生态旅游发展
及县域经济崛起提供有力的交通保障。

大交通为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打造学生喜欢家长放心的教育

黄龙县按照“生态立县、旅游带动、统
筹城乡、全面小康”的发展战略，聚焦道路
交通、优化城市布局、教育优质均衡等民
生之急、民生之难、民生之忧，创新改革服
务举措，传递民生温度，使黄龙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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