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里的美好环境，往往能
给居民带来踏实的幸福感。

咸安区军分区小区是温泉街
道花坛社区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工作的示范小区。
近来，这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让
居民自治“活水”涌动起来，叩响
了美好生活的“幸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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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站扩产违规
网民报料：
我是通城县马港镇居民，马港镇政府正门口隔几百

米有个马港液化气站，以前只有两个气罐，现在增加到
八九个，液化气站新增气罐是否违规？对附近居住居
民日常生活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求助相关部门核实处
理。

记者调查：
通城县马港镇人民政府调查反馈称：收到网民关于

通城县马港镇政府正门口马港液化气站相关事项的投诉
后，政府进行了调查了解。经查，该网民反映的事情确实
属实。6月29日，马港镇液化气站附近居民阻拦液化气
站施工，马港镇人民政府和镇城建办前往实地，进行为期
2天的矛盾化解和政策宣讲。7月2日，马港镇人民政府
再次向马港镇液化气站下发《停业整改通知书》，要求马
港镇液化气站接到通知之日起停止营业，停止施工，依法
依规进行整改，并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建筑施工规
划许可证》和《建筑施工许可证》，待整改完成后方可营
业、施工。 （本报记者 朱亚平）

沙石加工厂扬尘污染
网民报料：
我是赤壁市茶庵镇八王庙村2组村民，八王庙村2组

内有一个沙石加工厂，厂内加工沙石导致扬尘严重，严重
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赤壁市生态环境分局回复，信访人反映的是一家从

事电线杆制作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该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联系到该公司负责
人，说明情况，要求整改。该公司承诺整改，之后将所有
破碎设备进行拆除。

（本报记者 陈希子）

贺胜桥路段破损严重
网民报料：
我是咸安城区居民，从107国道上咸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至贺胜桥的路面破损严重，路面坑坑洼洼，每次都只
是修补，但是效果不好，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尽快将
路修好。

记者调查：
咸宁市城管委调查反馈称：收到网民关于求助107

国道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至贺胜桥路段破损问题的投诉
后，该局进行了调查了解，经查，该网民反映的事情确实
属实。今年咸宁市城管执法委体制改革管理范围扩大，
故该段道路于2023年刚纳入该局管理范围，经过多次现
场调查，该道路破损严重如需彻底解决需申报立项，目前
正在对该段道路摸排统计计划申报项目，同时将积极做
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朱亚平）

自来水安装收费是否合理
网民报料：
咸安区贺胜桥镇桃林村 16 组一直都没有装自来

水。现在村里要装自来水了，市联合水务公司让每户交
费1万元，此项收费是否合理，请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咸安区贺胜桥镇人民政府回复称，针对自来水未接

通问题，该镇于2022年底向咸安区政府、区水利和湖泊
局申请滨湖村、桃林村建设EPC项目，解决群众用水问
题。今年以来，该镇积极对接市联合水务、咸安区水利和
湖泊局等各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已统计共有204
户农户有意愿安装自来水，目前已完成项目设计规划，项
目建设核减管材后预算121万元，平均5931元/户，由于
安装费用较高，各有关方还在进一步协商中，暂未确定最
终实施方案，不存在向市民收费事宜。该镇将继续全力
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降低居民自来水报装费用。

（本报记者 王恬）

咨询社区道路维修事项
网民报料：
赤壁市黄龙社区劈精庙村村委会往西300米左右的

道路上有一条沟，一直没有维修，车辆经过有安全隐患，
请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赤壁市交通运输局回复，市民所反映的此处情况，出

于当地因排水需求，组织实施水管安装时破除路面，但后
期路基回填夯实度不够，导致形成了路面沟槽。该局将
对该隐患处进行修复，以方便沿线群众出行。

（本报记者 陈希子）

咸安区军分区小区

居民自治敲开“幸福门”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严兵 黄飞娟

咨询二孩政策事项
网民报料：
根据咸宁文件精神，生育二孩可享受300元孕检补

贴和500元分娩补贴，想知道这两项补贴是在哪里领取，
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如果生育二孩进行了剖宫产，是
否能在6个月产假基础上再享受15天陪产假？

记者调查：
咸安区卫健局回复，服务对象在助产机构分娩出院

时凭户口本、身份证、生育服务证、孕期健康检查证明、出
院小结等在该助产机构结算窗口执行一站式结报孕期保
健服务和住院分娩补助。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妇
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60天。3岁以内
幼儿父母双方享受育儿假10天。妇女产假的期限应当
自批准休假之日起按照自然日连续计算，包含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 （本报记者 陈希子）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军分区小区建于2003年，共有2栋居民楼，
42 户 129人。

因为小区规模小，收缴的物业费不多且基础
设施破损陈旧，管理成本大，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
管。

花坛社区党委书记吕翠红表示，以前社区对
小区管理措施就是“大包大揽”，雨水管道堵了，社
区请人疏通；小区环境脏乱差，社区干部上门扫；
小区里有乱停车，社区协调城管处理。

后来，经过社区和居民代表的多次沟通，该小
区业主一致决定采取居民自治的方式，将小区管
理起来。

2020年3月，军分区小区党支部成立，构建
“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三级组织架构，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在小区全覆
盖。

每个楼栋长和党员亮明身份，推行楼栋“微服
务”，包保联系户，引导下沉党员、志愿服务者，常
态化开展探视独居老人、跑腿代办、水电维修等活
动。同时，以每月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督
促引导35名“双报到双报告”党员参与小区治理，
确保“三级组织”架构发挥枢纽作用，激活社区治
理的“神经末梢”。

为了更好调动群众共商共建积极性，小区党
员多次带头组织群众参与小区治理，形成有事大
家商量，投票表决的方式，极大的激发群众参与小
区建设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

走进军分区小区，可以看到内部
干净整洁，宣传栏、休闲长椅、监控探
头等一应俱全，绿化带也打理得井井
有条。而且，进入小区必须要刷门禁
卡，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小区公共安全。

这样的景象得益于小区党支部和
业委会的努力。“以前大家也有心要改
变，但是不知道怎么管理好小区，而业
委会能够收集意见、做好协调、链接资
源，让大家少跑腿，同时也能解决居民
烦恼。”该小区业委会主任张文秋说。

小区业委会成立后，首先解决的
就是小区的安保问题。“大门口没有道

闸，监控设备老旧，大部分居民想要换
新的，但是有些居民觉得没有必要，而
且一直没有人牵头做。”张文秋说，当
时，业委会的成员先开了个碰头会，确
定要升级小区的安保设施。

大家先分头去和持反对意见的居
民联系，了解他们的意见，并修改方
案，促使达成共识。随后，居民们共同
筹集了经费，最终安装了智能道闸，更
新了所有的监控设备。

有了这样的经验，小区各项工作
逐渐开始正常运行。每个月，业委会
收集居民的意见和诉求，形成代办清

单，小区党支部成员和业委会代表会
参与每件事情的宣传、动员、讨论、执
行、协调、决策、监测等各个方面。

“清理楼道小广告、整治毁绿种
菜、设置宣传栏等事情我们一一解
决，小区的面貌越来越好。”张文秋
说，小区还健全“小区居民公约”“小
区市民公约”，提倡哪些事情应该多
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规范小区居民
行为，鼓励居民参与植树、种花、绿化
美化小区环境等活动。同时，设立小
区红黑榜，提倡“小区是我家，美化靠
大家”活动。

“自治还是要接受监督的，要让每
位居民有参与感。”小区业委会副主任
严先才介绍，为了确保小区自管自治
模式能够长效发展，军分区小区每户
每个月每个平方收取0.35元的管理
费。该小区定期对收支进行公示，接
受群众监督，同时社区对小区业委会
进行财务监督，确保小区收支合理使
用、公开透明。

小区自己管，当家人自己选，居民
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和参与感。环境变
好了，服务跟上了，居民收获了真真切
切的实惠，也更愿意参与小区管理。

严先才说，以前是社区干部“埋头
干”，小区居民“站着看”，如今是社区
干部和小区党支部“带头干”，小区居
民跟着干。

楼栋长余有明说，只要在小区微
信群里动员一下，小到七八岁的小朋
友大到七十多岁的老人都会踊跃参
加，氛围很好。

军分区小区将党员、职工、青少
年、妇女、退休老人等不同年龄的人凝
聚起来共同参与小区治理，有的居民
通过捐赠空调、有的通过捐赠乒乓球
桌、有的通过捐赠书籍等多种方式参
与小区治理，将小区打造成“舒心”家
园。

小区通过“小区圆桌会议”解决了
小区充电难、停车乱、停车难、小区路
灯维修、消防器材新增事宜，通过“星
空夜话”解决了下水道堵塞问题。这
几年，在大家的共同谋划中为小区解
决安装晾衣架、小区监控、安装健身器

材等20余件，共花费20万余元，其中
5万余元是小区居民出钱，极大提升
了小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此外，小区党支部根据调查问卷
中的居民需求，在小区又成立了3个
专业志愿队：“一家亲”志愿队、“红五
星”志愿队和“和事佬”志愿队，3个志
愿队的队长全由居民自己担任，队员
由居民志愿者担任。

从自治到善治，探索的是路径，引
领的是风尚，带动的是人心、提振的是
精神。温泉街道党工委书记饶耀华表
示，温泉街道也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总结，让处于动态变化的基层治理
不断适应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让
社区、小区成为居民和谐、幸福、安心
的温馨港湾。

选出当家人 打出共治牌

走出善治路

炎炎夏日，游泳池成为乡村的一道美
丽风景。人们在此游泳、嬉水，怡情于自
然山水之间。

记者了解到，这些乡村游泳池均免费
开放，让村民特别是孩童在尽情畅享清凉
的同时，安全更有了保障。

7月13日，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的
露天游泳池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村民
熊兰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来到泳池边。

“村里建成游泳池以后，孩子在家门
口就可以嬉水，不用担心去长江边游泳
了。”熊兰说道。

这样幸福快乐的场景源于去年四邑
村党员群众共商共议、群策群力的结果。
去年暑假，四邑村乡贤文化广场热闹非
凡，镇、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共同商
议村里的大小事。

“现在天气这么热，是不是也可以建
一个游泳池，给大家消消暑？”村民石文安
说道。

“是啊，最近温度太高了，家里的小孩
总会想着出去玩水，我们忙着农活，不能
时刻看着小孩，村里建一个游泳池，小孩
玩得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村民周保川
附和道。

乡贤商国清说道：“我出2.6万建设儿
童游泳池。”

“我捐价值5万元的混凝土用于游泳
池硬化。”恒基商混有限公司张满潜也积
极表态。

村民熊红兵说：“我会游泳，建好了我
来当安全员。”

你一言，我一语，村民们达成了一致
意见，并对游泳池安全和长效管理问题，
提出了很好意见建议。

议好就动，说干就干。四邑村党员干
部带头、村民们参与将运动场前停车空地

的杂草和垃圾清除，吊车挖起来、水泥铺
起来，安全防护网装起来，仅用时7天便
建成了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简易型泳
池，并购入一百个游泳圈等救生物资备
用。

据介绍，该村游泳池每日开放时间为
18:00-21:00，明确专职负责人和管理制
度，设置警示牌，重点强调未成年人游泳
陪护、游泳时长等注意事项，既能满足孩
子们玩水消夏的需求，又能避免溺水事故
的发生。

开放以来，该泳池便名声在外，除了
本村的儿童和村民，周边村庄不少热爱游
泳的村民也专程跑过来体验。

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副书记骆晓丽
说，农村游泳池很吃香，因其建设完善，且
泳池每天有专人负责清理，对池水消毒，
因而每天都有不少村民带着孩子前来。

“农村儿童游泳安全问题历来是一个

社会关注的焦点，村里自建游泳池，无疑
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经验，也让在外打工的家长们可以更加安
心。”骆晓丽说。

无独有偶，在咸安区马桥镇的马桥小
学空闲球场上，建起的橡皮拆装式嬉水池
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地方。

“蓝色小海洋”里一片欢声笑语，孩子
们三五成群在水中嬉戏，家长们在一旁指
导孩子练习游泳。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暑期青少年防溺
水工作，保障青少年暑期游泳安全，马桥
镇因地制宜，在马桥小学搭建橡皮拆装式
嬉水池，通过引导，让孩子们远离“野泳”，
为大家提供安全规范的游泳锻炼场地。

据现场安保和救生人员介绍，泳池采
用提前预约制度，每天下午5点后对外免
费开放。目前每天接待学生20余人次。

自马桥小学嬉水池免费开放以来，周

边的孩子有了游泳锻炼的好去处，这也让
一直担心孩子暑假安全的家长们松了一
口气。

在嘉鱼县高铁岭镇一心公园里，每到
下午五六点钟，孩子们都会三五成群，到
镇里新建的游泳池里游泳。

每天在水里欢快扑腾，既解暑又能学
本领，这个暑假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得十分
惬意且充实。

“夏天我喜欢玩水，这里离家近，环境
也很好，妈妈很放心。”正在和小伙伴们玩
水的张婧宸高兴地说。

把闲置土地改建成游泳池，是嘉鱼县
高铁岭镇推出的防溺水新举措。为了从
源头上预防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该镇全
力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决定变堵为疏，对
镇政府边闲置土地进行泳池改造，让其变
为学生炎热时节的好去处。

在泳池内，救生员指导孩子游泳，传
授孩子游泳技巧，普及游泳安全知识。在
泳池边，志愿者们发放宣传单、广播循环
播放、现场安全宣讲、与孩子们友好互
动，宣传“六不准”防溺水安全知识，并引
导监护人增强责任意识和防护意识，切
实担负起监护责任。在线上，互联网监测
设备24小时不停歇，通过电脑端、手机端
实时远程监控，以“人防+技防”，实现不间
断、无死角动态监测，有效防范潜在安全
风险。

“新建泳池是一项惠民工程，小孩每
天都可以过去玩，既能消暑，又有了更安
全的保障，镇里把工作做得很细。”带孩子
过来游泳的张女士连连称赞。

乡村游泳池 乐了农村娃
本报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