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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笑起来！”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乔利峰、谭宜姝提供
受益者说

“小院儿旧貌换新颜，再也不是‘灰头土
脸’、脏兮兮的样子了，整个焕然一新！在小
院儿里生活的居民，心情也好了，精气神都
不一样啦！”10 月 9 日，魏都区西关街道建安
社区药监所家属院的居民杨保高兴地说。

位于市区五一路北段的药监所家属院，
建成于 1994 年，共有 2 栋居民楼、近百名居
民。“药监所家属院建成已有 28 年，长期以来
无人管理。因为年久失修，家属院的下水道
经常堵塞。进出家属院的道路，坑洼不平，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西关街道建安社区
党总支书记杨位娟介绍。

今年 55 岁的杨宝在该家属院居住 24 年，
家属院的变化，他最有发言权。“改造之前这
里脏乱差，下水道排水不畅，飞线充电现象
多，路面坑多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居民
生活咋能安心、放心？”杨保说。

2021 年年初，药监所家属院被列入“四
改一增”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对污水管道、外
漏电线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造，6 月份开
始，9月份改造完成。

改造前，建安社区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
和建议，找专业机构对家属院环境进行整体

规划，集群众、街道、社区三方力量，共谋改
造良策。“社区对改造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上
门入户走访，征求居民改造意见，召开居民
大会，听取居民意见，征求建议。”杨位娟说，
居民提出了不少好点子，助推了药监所家属
院改造工作。

2021年 9月，通过“四改一增”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药监所家属院的下水道通了，路平
了，墙体美了，夜晚变亮了……整个小院儿变
得宽敞明亮整洁，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药监
所家属院摆脱了“脏、乱、差”的老印象，变得

“颜值”高，“气色”好，“洁、齐、靓”，为创建文明
城市展现了自己的靓丽新颜。

“政府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儿，家属院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晚上小院
在新能源路灯照耀下亮起来了，我们心里也
亮堂堂的。”杨保说。

“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改 善 了 居 民 的 居 住 环
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
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下一步我们社区计
划根据区域划分片区，为老旧小区成立党支
部，推进‘红色治理’，为辖区居民打造文明
和谐的居住环境。”杨位娟说。

老旧小区“改”出满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 孙江锋

“老樊，这两天居民下的单还不少呢！”
“是啊，我们要多来‘超市’帮忙了……”10 月
10 日上午，在魏都区南关街道大同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樊清义一边“接单”，
一边和同伴交流。

与传统超市不同，志愿者口中的“超市”
是大同社区的“志愿超市”。这里不卖实体
商 品 ，志 愿 者 提 供 的 各 类 服 务 才 是 主 营 业
务。“通过整合辖区服务资源，‘志愿超市’为
志愿服务、邻里互助开辟出新阵地。”大同社
区党总支书记宋改清告诉记者，辖区里老旧
庭院多、外来务工人员多、农民工子女多，居
民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很大，“志愿超市”正是
以“双向认领”的方式，向居民提供常态化、
精准化的志愿服务。

宋改清介绍，“社区有多少党员、能提供
什么服务，居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整合
下沉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共建单位等多
方资源，全部展示在居民面前，让大家‘照单
下菜’。服务的内容更直观、更丰富，覆盖面
更广。在党员亮身份的基础上还要展技能，
每名党员的一技之长都被调动起来了。”

该 社 区 “ 志 愿 超 市 ” 于 2019 年 成 立 ，

至今已走过了近 3 年的时间，志愿服务项目
也由原先的 14 个增至现在的 20 个。“在内容
上更加具体细致，特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我们依托网格走访、社区微信群等方
式，在社情民意的收集上下功夫，推出了
敲门服务、卡点值守等服务项目，直接对
准 了 居 民 的 ‘ 痛 点 ’， 也 深 受 居 民 的 欢
迎。”宋改清说。

宋改清介绍，以往社区组织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都积极参加，但服务的项目并
不一定是每个人擅长的，服务的质量也就打
了折扣。“志愿超市”不受时间限制，只要居
民有需要，志愿者就随时施展自己的才华为
居民服务。“超市就像是一张实时更新的‘需
求清单’，志愿者以此为抓手，能更好地为居
民群众办实事。”

如今，“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
者”在大同社区已蔚然成风，也推动该社区
荣获了“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称号。

“新 时 代 呼 唤 新 作 为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丰 富
‘志愿超市’的服务内容，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风吹遍社区的每个角落。”宋改清信心满
满地说。

居民“志愿超市”下单享服务
本报记者 许廷合

你生活的城市，15分钟能做什么？
许昌市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从市内任何

一个居民小区出来，步行不出 15 分钟，就能
找到一个健身休闲的游园或绿地、一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一个便民阅读书屋、一个生
鲜便利店、一个养老服务中心……

10 月 10 日，天气晴好，在东城区的科技
广场前，儿童游乐设施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以前儿童游乐设施太少了，只能带着孩子
到西湖公园玩。现在好多了，从家出来没多
远就有‘游乐场’，地面是塑胶的，我和孩子
每个周末都会来。”附近居民王冰说。

位于市区西大街与清虚街交叉口的德
科苑社区笼式灯光球场，虽然面积不大，但
是已成为篮球、羽毛球爱好者的集聚地。“以
前打篮球或羽毛球要到专业场馆。现在有
了笼式灯光球场，真是太方便了，离家近不
说，还能尽情地运动。”市民胡培航说。

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昌市委、市政
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打造“15
分钟健身圈”。按照《市区公共体育设施和
儿童游乐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

许昌市在市区规划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和儿
童游乐设施 564 处，在中心城区建成了规划
科学、布局合理、类型齐全、功能完善的“15
分钟健身圈”。

不仅如此，许昌市还连续打造多个“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包括生鲜便利圈、养老服
务圈、智慧阅读圈等。“买菜、看病、运动等在
家门口都能解决。”享受到生活便利的市民
张巧云激动地告诉记者。

一系列民生服务不断拉近政府与百姓的
距离。“看着都是百姓小事，抓好了就是民生
大事，能切实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魏都区五一路街道许继社区党总支书记范学
政说。

越来越舒心的生活环
境给了城市居民更多的生
活选择。“我没事就到社区
文 体 活 动 中 心 跳 舞 、唱
歌。”张巧云拿起一把红
色的扇子，一边说一边
加快脚步向社区文体活
动中心走去，队友正等
着她排练新的舞蹈。

15分钟“圈”出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张铮

清秀，俊朗，略微有点儿腼腆，这是 22 岁
的周燚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位“00 后”
小伙子，是建安区镜湖社区居民，也是一位年
轻创业者——一家美发店的老板。

10 月 9 日下午，在拾掇干净的美发店内，
穿着工作服的周燚，左手拿着梳子，右手握着
剪刀，正为客人设计发型。趁着休息的间隙，
记者和周燚攀谈起来。

周燚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精致、漂亮
的事物，长大后，对美发行业产生浓厚兴趣。
前几年，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到外地学习美发
技艺。经过 3 年刻苦学习，2020 年，周燚顺利
毕业了，拿到了美容美发从业资质证书。

外地学成归来，周燚打算开一家美发店，
这个想法也得到家人大力支持。

万事开头难。没有资金，没有场所，如何
实现创业梦？镜湖社区党支部书记周银定获

悉这一情况后，及时到
其家中进行走访，宣传
政 府 就 业 创 业 政 策 及
小 额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审

批 流 程 和 注
意事项，为周

燚送来了好政策和创业资金。
在周银定的支持帮助下，按照小额创业

担保贷款审批要求，周燚向有关部门提供了
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随后，30 万元小额创业
担保贷款成功通过审批。“只要符合贷款发放
政策，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有强烈创业意
向 者 ，均 可 享 受 到 这 一 惠 民 政 策 带 来 的 红
利。”周银定说。

前段时间，周燚的美发店铺门前路面低
洼不平，给客人进店和居民出行带来很大不
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周银定迅速带领社
区干部和物业人员及时整修路面，终于成功
解决了路面不平问题。

望着修整完毕的路面，周燚高兴地说：
“太感谢社区干部和物业人员了，他们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真正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的。”

开一家美发分店，客户中间拥有更高美
誉度，美发技艺越来越好，是周燚心中的夙
愿，也是他不懈努力的目标。“感谢政府的
好政策，圆了俺的创业梦，有了属于自己的
美发店铺，今后生活定会越来越好的。”周
燚坚定地说。

“小额贷款圆了我的创业梦”
本报记者 冯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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