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家都说，铁树十年开
花，我这棵铁树，三年就开了两
次花。等过段时间，绣球花开
了，每天都有人来拍照。”在孔
雀小区楼道前，89岁的厉老先
生把打理花园当成了头等大
事，每天要张罗几个小时。在
小区，这样的“主妇花园”有好
几个，到处郁郁葱葱，给老旧小
区增添了几分生机。

在明楼街道惊驾社区，公
共车库摇身一变成了“居民议
事厅”，闲置空间打造成了居民
阅读的“智慧园”，这些变化不
光点亮了社区角落，更让居民
享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感。

老旧小区因年久失修，难
免有些“灰头土脸”，如何旧貌
换新颜？东柳街道成立“智囊

库”，借助专业力量，实行全周
期参与、全流程服务、全项目跟
踪。

就在上周，东柳街道首批
城市全域更新“三师”走马上
任，即城市更新规划师、社区改
造设计师和城市项目咨询师。
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授团队
担任城市更新美学总顾问，用
艺术点亮老旧社区。

“我们将完善个性化方案，
通过微更新，点亮老旧社区。”
宁波市明森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蔡波最近开始前期
排摸，正在细化微改造方案。
他们将在太古城小区建一个

“爱心亭”，给老人设置一个喝
茶聊天的地方；在华侨城小区，
他们将通过建设无障碍设施和
通道，打造无障碍小区……

在去年创意点亮小区试点
的基础上，今年，鄞州区文明办
牵头推进的“老旧小区微更新”
项目被列入2021年民生实事
项目，针对20个环境面貌差且
未列入旧改计划的老旧小区，
进行公共空间的创意打造。

这只是文明创建的一个缩
影。今年，鄞州围绕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建设目标，推出铸魂
育人、强基补短、全域创建、数
智立新、典范引领、机制创新等
六大行动，谋划推进老旧小区

“微更新”等34个项目，着力解
决文明城市创建中的盲区和死
角，打造一批样板点位、典范区
域，奋力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标杆区。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干中人

通讯员 郑磊 文/摄

鄞州篇

微更新，让老旧小区“逆生长”
鄞州推出34个项目，文明创建做细做实

一片花园、一弯清流、一条步道，或许就能点亮曾经“灰头土脸”的老旧小区。
在鄞州东柳街道华侨城社区，居民期待的“红色智汇园”今年夏天将全新亮相，这是一个集居民休闲

娱乐、慈孝长廊于一体的绿化空间。这里曾是一个灌木杂乱、无人问津的小公园，而一个微更新，不光点
亮了老旧社区，更让居民收获了幸福。

放眼整个鄞州区，光建成于2000年前的老旧住宅小区就有74个。如何让这些老旧小区焕发新
生？今年，鄞州区推出“微更新”项目，开启老旧小区“逆生长”之旅。

“以前楼道里到处都是‘牛
皮癣’，现在小广告没了，楼道
里清清爽爽。”今年80岁的应爱
棠在孔雀小区住了18年，站在
布满墙绘的楼道，他自豪地向
记者介绍楼道的前后对比。前
几年，他经常和志愿者们在楼
道清理“牛皮癣”，但小广告往
往很快就“死灰复燃”，没想到
现在“牛皮癣”一下子消失不见
了。

这要归功于小区门口一块
“广而告之”的宣传栏。宣传栏
上张贴着一张张便民服务卡，
涉及家政服务、家电维修等。

每张“便民服务卡”上都有联系
人、电话及服务项目等。

“这家开锁的，前几年经常
在楼道里贴小广告，被我们发
现过好几次。现在有了固定的
宣传栏，他再也不用躲猫猫贴
小广告了。”孔雀社区党委书记
石蓉说，他们探索“群众监督、
政府协同，闭环整治、疏堵结
合”的溯源式治理模式，目前该
模式已在白鹤街道全域推广。

文明创建过程中，这样的
“智慧管理”随处可见。孔雀小
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小区有
32幢居民楼、87个楼道，以老年

居民居多。天气晴好时，居民都
喜欢在“公共晾衣平台”晒被子，
这也成了小区的一道风景。

采访当天，晾衣平台上晒
得满满当当，居民胡女士正在
抱着一床被子找位置。“以前，
很多邻居都用绳子拴在两棵树
中间晒被子，花花绿绿的实在
不雅观。现在这个地方能从早
晒到晚，大家都抢着来。”说起
来，这个公共晾衣平台是社区
和居民集思广益的产物。经方
案比选，该区域是小区日照时
间最长的，且不影响居民日常
出行。

老旧小区的“智慧样本”
化堵为疏，“牛皮癣”不见了

微更新和“逆生长”
引入“智库”，打造“一社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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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肩负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的神圣使命。为切实提高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实效，我们结合宁波
实际探索了‘自选动作’，在全市两级
法院开展‘百千万’专项活动。”接受
记者采访时，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近日，宁波中院开展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开门纳谏，启动“百千
万”专项活动，即“百名律师评点裁判
文书”“千名代表委员走进人民法庭”

“万家企业评法院”。
法官办案的“裁判文书”相当于

医生看病写的病历，体现了法官判
案、断案的全部过程。“百名律师评点
裁判文书”活动旨在切实推进法律职
业共同体建设，并倒逼法官进一步重
视法律文书的质量，切实提升审判工
作水平。该活动由市律师协会推荐
100名律师，全面评查宁波两级法院
在2020年办结且生效的500个案件
的裁判文书。每名律师至少评查5
篇判决书。此外，每名律师还可从评
查的5篇裁判文书中推荐1篇参评
优秀裁判文书，宁波中院将组织评委
从中评选20篇优秀裁判文书。对于
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将采取包括出具
补正裁定、提起再审、发布质量评查
通报、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改进。

4月13日，“千名代表委员走进
人民法庭”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
我市现有49家人民法庭，数量居全
省首位，其中目前实际运行的有46
家；三年来共办结一审民商事案件
14.5万余件，占全市基层法院民商事
案件结案数的45.13%。13日，来自
全市的146名代表委员分别走进江
北法院慈城法庭、奉化法院方桥法
庭、象山法院定山法庭等7个人民法
庭，参观法庭、观摩庭审，提出了不少
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千名代表委员走进人民法庭”
活动旨在助推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4月13日到16日，10家基
层法院邀请了宁波各区县（市）约
1000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46
家人民法院。活动结束后，法院将及
时汇总有关意见建议，特别针对代表
委员提出的普遍性问题，健全相关机
制，制定整改方案，及时督促整改，力
争打造体现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
势、满足群众需要、具有地方特色的
新时代人民法庭。

“万家企业评法院”活动旨在助
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将通过
市工商联向全市1万家民营企业发
放两份电子问卷，并形成测评报告。

“专项活动结束后，我们将对各
类反馈意见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及时
整改落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努力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市中级
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钟法

政法队伍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
开门纳谏
宁波法院系统
启动“百千万”专项活动

孔雀小区公园一角 “牛皮癣”统一上宣传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