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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野蛮生长”的小区绿
化带草坪，如今变成了颇有“腔
调”的花卉园林，连彩色轮胎、太
阳能灯、青瓦片、石板路，也隐隐
透着艺术范儿！

高新区梅墟街道海景华庭小
区发生的这个变化，来自于一年多
前的一场绿地认领行动——40多
户居民各自认领下门前的裸露地
块，打造成一片共享花园，让小区
变得越来越美了。记者走访发现，
海景华庭小区的这个变美“戏法”，
目前已在梅墟街道、聚贤街道等地
复制推广，共有100余户居民认领
了2500平方米的小区绿地。

“快来搭把手，砖头拉过来
了！”60岁的戴亚燕招呼着丈夫，一
起把砖头从车里搬出，整齐地叠放
在自家认领的花园里。丁香、紫
薇、黄金梅、月季、扶桑花、绣球、山
茶花、蓝雪球……20来种花卉品种
齐聚一堂，让这片两幢楼之间的绿

化带格外耀眼。临近的几片花园，
也各有邻居认领。大家不约而同
地出来整理花园，说说笑笑，快乐
融洽的氛围特别打动人。

“我家在对面一楼，推开窗户就
能看见楼下这片园子。现在变得这
么整洁漂亮，真是打心眼里喜欢。”
凌莉是小区里第一户认领绿地的居
民，她说，有了这片花园，孩子们放
学都喜欢在这一带玩耍，邻居散步
也偏爱过来“打卡”。

海景华庭小区物管员沈振告
诉记者，这些绿化带以前有很多
都是裸土，遭汽车碾压是常事。
去年5月老小区改造启动，提出居
民认领绿地的构想，获得了热烈
回响，一年间已有40多户居民和
社区、物业签下三方协议，认领下
楼前的一方绿地。据统计，现在
海景华庭小区认领的绿地面积已
达1500平方米，是梅墟街道里规
模最大的。

居民走出家门
认领绿地、志愿服务……

文明城市“共创共享”
在高新区渐成新时尚

自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以来，高新区不少社区发生了肉
眼可见的变化：在家中，垃圾分类正成为一种新风尚，一黑一绿成
了每家每户垃圾桶的标配色；在小区，居民们积极认领门前绿地，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在街头，“民间路长”走街串巷，礼让行人
的车辆越来越多；在餐馆，适量点餐、文明用餐成为新“食尚”……
如今，文明典范城市“共创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幅幅文明新图
景正在高新区徐徐展开。

戴亚燕（左）精心打理着自己认领的这片绿地。 记者 崔引 摄

在高新区，越来越多的居民
走出家门，成为共建美好家园的
行动者。

无论风雨，在新明街道新晖社
区，每周总能看见一支身着亮绿色

“城管义工”服装的队伍出现在街巷
或公园。只见义工们装备齐全、动作
麻利，熟练地开展着擦拭公共设施、
捡烟蒂、铲小广告等志愿服务。

“作为一名‘民间路长’，虽然
做的都是捡垃圾、扶单车这样的
小事，但这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干
净、更文明，我觉得意义也很大。”
刚进入志愿者队伍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由于疫情防控要求，活动队
伍人数不能超过5人，志愿者们每
次都要拼手速“疯抢”名额。

身穿红马甲、头戴红帽子，这
群由下沉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

员、普通居民等组成的红马甲活
跃在梅墟街道不少角落。身兼多
职的他们，是文明交通的劝导员，
是辖区环境的保洁员，是垃圾分
类的督导员，又是各小区的守门
员，还是文明宣传员。利用空余
时间，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中，高新区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一手抓硬件品质提
升，加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建设
和环境整治力度，一手抓文明素
养提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特别强调“共创共享”创
建理念，强化创建宣传引导，广泛
发动群众参与，营造人人参与创
建、人人代表城市形象、人人共享
创建成果的良好氛围。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许佳益

100余户居民认领2500平方米绿地

走出更多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动者

数字化赋码4000多家商户

余姚推出“一扫七治”行动
提升市容市貌

哪家商户门前环境秩序有问题，只要扫一扫墙上的二维码就可以
通过手机进行上报反映。余姚市在文明创建工作中充分发挥数字化
智慧管理功能，同时发动群众、网格拉练，在全市推出“一扫七治”行
动，形成全方位、常态化长效管理，取得良好成效。

4000多家商户赋码纳入“门前三包”
5 月 24 日，在余姚市南雷南

路、舜水南路到南滨江路段，记者看
见每家商铺旁边的墙面上，统一挂
着“余姚市市容环境卫生环境公示
牌”，内容包括责任要求、责任单位、
责任人、监督电话等。公示牌上还
附有一个专属监督二维码，记者用
手机一扫，便马上登录了“门前三
包”智慧管理平台。如果门前有脏
乱差的问题，都可以拍照上传反映。

就在最近，该“门前三包”智慧
管理平台接到市民反映：凤山街道
三官堂路上，一家采耳馆的门面招
牌存在超面积且遮挡二楼三楼窗
户、影响消防安全的问题。执法部
门当即赶到现场，通过调查立案后，

依法进行了拆卸整改。
“平台上传证据后，反映信息会

马上转发给属地综合行政执法中
队、属地街道等职能部门，执法人员
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理。”余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科科长陈晖
说，平台还对每一户商家开通评分
奖惩机制。

此外，针对市区20条夜间经济
相对集聚路段的管理问题，执法部门
增设了夜间扫码打卡点位，以强化重
难点点位的夜间市容秩序监管。

据了解，自2020年8月余姚市
推出“门前三包”智慧管理平台以
来，截至目前赋码店铺已达4072
家，评分覆盖率达90.7%。

为了全方位形成长效治理模
式，余姚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扫七
治”工作，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在兰江街道新西门桥下，记者
看到桥下空间被做成了停车场。入
口处设置了道闸，纳入环卫管理，场
地十分干净。“这里原来是卫生死
角，堆放了许多杂物，僵尸车长年停
放。”附近小区居民徐国立说，整治
后既方便了群众停车又美化了环
境。

在阳明街道姚洲大桥下，记者
看到，这里的桥下及旁边空间正在
改造停车场。“你看这里原来是一个
花鸟市场，我们通过无人机航拍发
现，老旧的市场里杂物成堆，为此我
们进行了改造。”陈晖说，从去年开
始启动花鸟市场搬迁工作，一个崭
新的停车场即将建成。

“我们通过开展‘一扫七治’环
境秩序整治行动，将桥下空间、卫生
死角、断头路断头河等脏乱差部位
进行了全方位治理。”余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叶云炯告诉记者，

“一扫”就是开展一次大清扫，从今
年1月开始到3月20日，在余姚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阶段性清扫。

接下去还将持续进行，形成长效。
“七治”则是治垃圾、治违建、治扬
尘、治秩序、治行业、治绿化、治工
地。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联通公司
合作，一个月开展一次全域范围内
的卫生遥感，以便更好地发现问
题。同时，每个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都有无人机定期航拍巡查，并利用
40多套城市高空瞭望系统进行时
实动态监管。

除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管
理，处于城郊区域的乡镇也根据自
身特点开展文明创建行动，并取得
了良好成效。比如泗门镇，针对主
干道、村社居民区乱停车问题，在交
警中队加大车辆疏导和执法的同
时，在主要区域引入“智慧停车”模
式。充分利用闲置地块、合理增设
停车位。针对镇村环境卫生脏乱差
问题，镇政府牵头优化镇村联动保
洁方案，结合市场化运营方式，因地
制宜提升环境秩序整治效果。

通过数字化赋能，形成长态化
治理机制，余姚在全域文明创建、环
境秩序治理上取得良好成效。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李杰

数字化赋能“一扫七治”长效机制

余姚城区南雷南路路面洁净。记者 陈善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