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老旧电梯换新
发动众筹安装道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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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导居民群众更多地
参与小区建设，孙灵也一直在探
索。2022年 4月，无物业管理
的曙光路21弄小区道闸的成功
安装，就是居民自治最好的体
现。

曙光路21弄小区有个问题
困扰着居民：小区因无大门，车
辆管理混乱，又毗邻繁华的中山
东路，车位常被外来车辆占用，
致使业主无位可停。

因为旧改资金紧缺问题，孙
灵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居民自己
出钱安装；二是直接由广告商赞
助。最后大家选择了前者。

但众筹对于一个出租率在
三分之二以上的老小区来说，是
一次不易的尝试，谁来带头做这
件事？关键时刻党员站出来了，
楼道组长和热心居民都来了，在
孙灵的牵头和建议下成立了5
人自治小组，大家分工明确，由
不同的成员管钱、管路、管对接、
管宣传、管记账。

在自治小组挨家挨户开展
工作后，最终成功众筹3万元，
安装了道闸。除此之外，自治小
组还自发制订并推行了停车收
费规则：业主车辆、小区出租户、
外来车辆有着不同的收费标准，
对车辆停放有了针对性管理，停
车收益也使小区有了“造血功
能”，经过2年多的运行，目前小
区已有7万多元结余。这些钱
用在小区的零星修缮上，用在设
施更新上，还用于给居民组织活
动、发放福利，全部由居民自行
协商使用。
记者 王悦宁 实习生 吴思瑶

通讯员 宓伊沛 文/摄

“一米花箱”+“一米书香”，会碰
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日前，在鄞州
区咸祥镇咸一村咸祥河畔，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实践活动。此
次活动涵盖了“我们的家园”文明乡
村志愿行动、阅读活动、“一米花箱
共同守护”认领仪式以及花卉种植
活动等多项内容。这不仅是“一米
花箱”文明守护行动的持续推进，更
创新性地增加了“一米书香”的新元
素，在“花香”与“书香”的有机融合
中，将文明新风潜移默化地深入人
心，进一步升级打造咸祥镇独具特
色的文明品牌。

“一米花箱”让文明在一路芬芳
中悄然蔓延。此次活动由咸一村

“文化礼堂 老年学堂”的夕阳红志
愿者团队组织实施，在“我们的家
园”文明乡村志愿行动中，夕阳红志
愿队与村民们一起清理修复花箱，
志愿者们带领大家种植花卉，将一
株株美丽的花卉种在花箱里，三色
堇、瓜叶菊、毛杜鹃……五彩斑斓的
花朵为咸祥河畔增添了几分生机，
300个新花箱和88个修复后的花箱
遍布全镇，成了蓝湾小镇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一米花箱 共同守护”认领仪
式现场，认领人郑重填写文明实践
承诺书，承诺将用心呵护这些花
箱。咸一村文化礼堂老年学堂负责
人朱红苗谈到了她认领花箱的初
衷：“文明实践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通过认
领花箱，我希望能够带动更多村民
参与到文明实践中来。这次在花箱
上张贴名言警句，不仅美化了环境，
还能时刻提醒大家要文明守信。希
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咸祥镇
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花香和书香，
成为真正的文明家园。

“一米书香”让知识在一路花香
中入脑入心。花香传播美好，书香
传递知识，二者融合更能让文明“润
物无声”，咸祥镇创新把“一米书香”
作为新亮点新举措，夕阳红志愿队
与村民们一起在一路花箱上张贴名
言警句，营造随处可见的书香氛
围。同时，在咸笈堇书房，志愿者为
孩子们带来精彩的课程分享和绘本
分享，还组织开设了书籍循环和树
叶贴画等互动环节，有效激发起孩
子们的阅读兴趣和创造力，让爱读
书学知识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流
行。

“一米花箱”文明守护行动启动
两年来，咸祥镇的大街小巷焕然一
新，近400个花箱遍布全镇，不仅美
化了环境，也在与村民的朝夕相处
中提升了村民们的文明意识。正是
因为这一路的花香与美好，让咸祥
镇的每一位村民都更加自觉地爱护
环境卫生，规范文明行为。“一米花
箱”融入“一米书香”，有力推动了

“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循环。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李君戎 顾一伟

当“一米花箱”
遇见“一米书香”

“旧电梯终于可以换了，以后
上下楼，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这
几天，对于鄞州区东胜街道大河社
区甬城金大第小区的居民来说，有
一件喜事：2部老旧电梯马上要迎
来换新。

老旧电梯能够成功更换，离不
开鄞州区人大代表、东胜街道大河
社区党委书记孙灵的努力。

甬城金大第小区的电梯
更换，孙灵说要从2021年说
起。“那时，小区群里就常有居
民向物业反映电梯故障，时不
时就会有人关在电梯里，居民
出行提心吊胆。”

当时，甬城金大第小区一
共6部电梯，其中4部是住宅
区电梯，2部位于商务楼，这些
电梯都频频出现故障。

电梯安全是重中之重，关
系着每个居民的安危。孙灵
一边将这些情况默默牢记在
心，一边积极与业委会、居民、
物业探讨解决方法。

当时，由于缺乏电梯更新
政策的支持，电梯更换需要居
民自掏腰包，而小区内30%左
右的居民为出租户，同意更换
电梯的人数寥寥，给原本艰难
的筹款雪上加霜。

今年6月，在业委会即将
换届的契机下，孙灵建议将电
梯问题提上日程，与业委会商
量达成一致后，由业委会牵
头，小区更换电梯的初步规划
正式启动。

碰巧的是，今年8月底，宁
波市出台了住宅老旧电梯更
新相关方案，小区的4部住宅
区电梯可直接受益，结合其他
的政策补贴，每部电梯最多可
享受15万元补贴。与此同时，
业委会也表示愿意拿出部分
公共收益进行补贴。如今，居
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纷纷表示十分期待新电梯的
竣工。

紧盯三年
老旧电梯终换新 在老旧小区中，有很多顽疾

一直难以解决，大河巷小区车棚
住人问题就困扰小区居民十多
年。

大河巷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周边有需求群体等原因导致非
机动车车棚一直有人住，随之而
来的问题让居民们苦不堪言。
车棚空间十分狭小，租客们在室
外随意烧饭做菜洗衣，污水横
流，做饭时产生的油烟味四处飘
散，极大地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
生活。

为了彻底整治车棚住人乱
象，今年4月，孙灵通过代表联
络站接待，提出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对住宅小区车库车棚出租
住人的整治建议》的闭会建议。
与此同时，她通过走访，广泛听
取居民群众意见和看法，通过社
区“河你商量——浪花民议汇”
居民议事平台，多次召开社区居
民议事会商讨整治的办法和对
策，并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和汇
报情况。最终，在今年6月，东
胜街道联合鄞州区住建、公安、
消防、城管等多个部门开展了全
面细致的车棚住人摸排和整治
工作。

因为租客的“出没”时间极
不规律，孙灵还总结出了“听、
议、汇、报、商、建、盯、守”这八字
要诀，并依靠群众力量，发动居
民群众一起盯，一旦发现租客踪
迹，大家便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
核实，做租客的工作。

通过坚持不懈的“车轮战”
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如今大
河巷40余户车棚住人现象已经
基本消除。

八字要诀
破除十多年顽疾

群策群力
发动居民自治2 3

▲孙灵（右一）对拟更新电梯机房进行查看。

◀曙光路21弄小区居民众筹安装的道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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