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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大民）“你要写

小山，就不能只写小山。你要写九

美斋烧饼的香脆，大世界冰激凌的

甜蜜清凉，老小山炸糕的软糯金黄，

万里香扒鸡的醇厚芳香……”8 月 13

日 下 午 ，当 孩 子 们 诵 读 诗 歌《写 小

山》的稚嫩声音从小山隆义里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飘散开来时，周

边邻居纷纷围拢在一起驻足聆听，

人们盛赞描写小山历史的词句，更

被年轻一代传承这份历史记忆的精

神状态所感染。

据了解，诗歌《写小山》由小山

街道社工站的孟菲与小山隆义里社

区宣传委员李雅轩合作创作。诗歌

描写了昔日唐山老小山地界的商业

崛起和文化繁盛，以及那些年代唐

山饮食特有的味道和老品牌，易引

发读者对老小山的回忆和向往。

“诵读诗词《写小山》是我们为

雏鹰小队的假日活动精心策划的一

个项目，希望通过诗歌的力量，让在

小山成长的孩子们对老小山美食、

文化，甚至所反映的历史年代背景

有所了解，在他们心中种下对家乡

美好未来的期待！”李雅轩说。

为了让孩子们诵读《写小山》时

有更多爱家乡的情感融入，小山社

工站的孟菲用图文 PPT 的形式为孩

子们缓缓铺开了一幅关于小山的历

史长卷。孟菲通俗易懂的语言，让

孩子们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小

山历史的厚重与温度。“从最初老小

山的萌芽，到逐渐兴盛的辉煌岁月，

再到历经风雨后的坚韧重建，我对

每一个细节的讲解都以故事的方式

表达对家乡的情感。”孟菲说。

随后，社区志愿者、朗诵爱好者

张慧平奶奶接过话筒，对原创诗《写

小山》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讲解。“你

要写唐山机车车辆厂的辉煌，龙号

机车的汽笛声响彻云霄，那是科研

精神的火种，点燃小山人对未来的

渴望与向往！”张老师以其深厚的文

学功底，充满感情的话语，引导孩子

们理解诗歌中的意象与情感，让每

一句诗都鲜活起来，仿佛能触摸到

小山的每一寸土地，感受到那份独

特的乡土情怀。

在镜头前，已熟悉《写小山》文

字的孩子们或站或坐，用稚嫩却坚

定的声音，将他们对小山的热爱与

祝福化作一句句动人的诵读。这些

视 频 不 仅 记 录 了 孩 子 们 的 成 长 瞬

间，更为小山历史长河添上一抹亮

丽的色彩，将这份情感传递给更多

的人。

图为孟菲（左一）、李雅轩（右
一）、张慧平奶奶（右二）在分批辅导
孩子们诵读《写小山》的章节。

记者 刘大民 摄

本报讯（记者 赵欣）为进一步丰

富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生活，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近日，友谊街道友谊南里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辖区托教

机构，开展了“红色八月、光影童行”

未成年人暑期红色电影观影活动。

社 区 为 孩 子 们 分 别 准 备 了《红

海 行 动》《维 和 防 暴 队》两 部 电 影 ，

旨 在 通 过 喜 闻 乐 见 的 活 动 ，让 未 成

年 人 树 立 正 确 的 世 界 观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增 强 爱 国 意 识 ，提 高 思 想

道德素养。

观影过程中，孩子们看得聚精会

神 ，被 电 影 里 的 故 事 情 节 深 深 地 吸

引 ，精 彩 之 处 还 不 由 自 主 地 欢 呼 起

来。影片展现出的爱国情怀、民族精

神，以及中国军人百折不挠、尽忠职

守、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和人道主义

精 神 ，让 孩 子 们 深 受 感 动 且 无 比 自

豪。影片结束后，孩子们纷纷表示，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

好学习，加倍珍惜。

本报讯 近年来，唐山市路南区不断

图强求变、创新思路，积极探索“一引双

融三化”基层治理新模式，在夯实根基、

搭建阵地、优化体系、完善机制上下功

夫，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

工作水平，切实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红

色动能”。

加强党的领导
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路 南 区 以 健 全 机 制 体 系 为 支 点 ，

不 断 强 化 党 建 统 领 作 用 。 优 化“ 全 链

条”指挥体系。区委层面，建立由区委

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 理 体 系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进 一 步 完 善

全区“一引双融三化”（坚持党建引领，

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融合

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信

息 化 支 撑 、精 细 化 服 务 的 基 层 管 理 服

务平台）的基层治理机制。在基层，搭

建“ 街 道 党 工 委 — 社 区 大 党 委 — 网 格

党 支 部 — 楼 栋 党 小 组 — 党 员 中 心 户 ”

五 级 党 组 织 架 构 ，利用第一书记、“双

报到”、临时党支部、区域化党建平台等

有效组织形式，实行“AB 角”转换机制，

形 成“ 一 竿 子 插 到 底 ”的“ 平 时 ”常 态、

“急时”应急工作方法，确保各项指令直

达基层、快速反应、及时落实。健全“全

要素”治理网格。加强资源配置，把公

共 服 务 、社 会 服 务 、警 力 服 务 、市 场 服

务 、志 愿 服 务 下 沉 到 全 区 4791 个 网 格

内，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服

务零距离”。配备专兼职网格员，分段

管 理 责 任 到 人 ，全 面 提 升 基 层 治 理 现

代 化 水 平 。 完 善“ 全 成 员 ”清 单 机 制 。

摸排掌握各镇街、社区老年人、婴幼儿、

特殊困难群体等常住人口重点人群的

基础信息，建立动态台账，同时深入发

掘 辖 区 居 民 中 具 有 医 疗 救 护 、网 络 安

全、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健康教育等专

业人员，建立完善各辖区居民“属地人

才库”，实行资源、需求、服务三大项分

类管理、精准匹配；各职能部门组建专

业服务队伍，平时聚焦“一老一幼”、特

殊人群 精 准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建 立 形 成

“ 全 人 员 参 与 、全 方 位 覆 盖 ”的 基 层 治

理模式。

加强设施建设
升级党群服务阵地

路南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

“初心家园”党群阵地建设为载体，以市

区统筹、街道主建、市场化运营、企业化

运作的联创联建机制为途径，充分盘活

各镇街、社区闲置资源，在全域升级打

造独具一格的“初心家园+五大驿站”区

域 特 色 便 民 服 务 品 牌 ，畅 通 为 民 服 务

“最后 100 米”。完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

功能。全域打造升级“初心家园”党群

阵地，各社区利用核酸检测点、闲置物

业等资源，打造便民驿站、书香驿站、运

动驿站、零工驿站、社工驿站等“五大驿

站”284 个，推动党群服务阵地和各类社

区综合服务阵地、公共服务活动阵地、

企业服务阵地等的综合利用。加快 10

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着眼“一门式”

综合服务，探索社区整合性服务模式，

在学院南路街道、永红桥街道、文北街

道探索“睦邻街区”建设，通过“睦邻合

伙人”模式，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志愿

团体，打造睦邻食堂 12 个、家政服务室 8

个、学生自习室 15 个、便民市场 8 个、日

间照料点 85 个，让群众日常生活越来越

便捷，为社区聚集“人气儿”“烟火气”。

在此基础上，将硬件设施、应急物资、人

员保障作为基础性工作重点推进，聚焦

扩容空间、丰富种类、专业性强三大要

素，为应对各类公共突发紧急事件提供

有力的物资及人员力量。聚焦基层群

众 日 常 帮 扶 。 常 态 化 开 展“3+2”小 组

“爱在路南，上门行动”活动，发挥“两代

表一委员”在精细化服务群众方面的积

极优势，辅助市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

民，常态化服务基层群众；延伸打造“微

心愿·我帮办”党建项目，精准服务 4 大

类、16 小类特殊人群，夯实平时联动基

础，积蓄协作惯性，做到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村居、难事不出镇街，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社会动员
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路南区依托市、区两级机关单位党组

织和2000余名在职党员力量常态化下沉，

以“双报到”赋能基层微治理，平时协助社

区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抓文娱，帮助

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涌现出“红色帮帮

团”“老帮老”志愿服务队、“共享爷爷奶

奶”等典型团体，将党的服务配送至基层

治理的“神经末梢”。群众跟着干。建立

街道社区两级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

织召集群众召开会议，研究破解难题；组

建由先锋党员、爱心企业、热心居民等多

领域多主体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为居民

提供爱心雨具、医疗用品、健康义诊、理发

按摩、家电维修、助残扶困等普惠性服务，

形成极具温度、和睦友爱的邻里氛围。

绘就同心圆。建立“双报到”“手拉手”

“共建单位”党建联盟，以协议+合作+共

建的形式，将资源全部引入社区一线落

地落实；在地标性楼宇企业，通过梳理楼

宇企业、底商、人力资源产业园等企业党

员分布、党组织设置、党群阵地等情况，

创建“楼 e家”党建联盟，实现“立体式”楼

宇党建新布局；在新就业群体领域，成立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委员会和户

外工作者流动党员党支部，进一步严密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基层组织设置，织

密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同心圆。 （陆南）

深化治理体制改革

路南区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红色动能”

童声颂古今 小山展新颜

友谊南里社区

观影活动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