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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升级改造之后，中区

社区各个经济社的体育公园现

在每天晚上都会挤满人，有打

篮球的也有散步的。”中区社区

党委书记冼瑞初介绍，今年11
月底，中区社区4个体育公园

（篮球场）及社区文化广场体育

公园均完成升级改造，新主题、

新面貌为周边市民带来更写意

的生活享受。

通过社区体育公园（篮球

场）的升级改造工程，能看到社

区党委的“巧心思”。从补地面

到升级篮球框、从涂篮球场漆

到更换篮球场LED灯，全部成

功“换装”。社区党委还为各经

济社体育公园（篮球场）添上了

不同主题，如南村篮球场的主

题是“篮球+舞蹈”，西江篮球场

是热爱篮球的孩子们的“潮流

后花园”，而新填地篮球场则充

满全民健身的涂鸦元素。

不止中区社区，早在今年8
月，凤鸣社区体育公园内充满

“渔村风情”的蓝色篮球场也完

成了优化提升。增设了齐全健

身设施的乡村社区体育公园，

成为了北区渔村孩子们暑假玩

乐、老人们日常消遣的好去处。

为农村社区的烂地、旧公

园“换装”，这是桂城近年来开

展城市美化工程的其中一个举

措。除了升级工程外，新建的

夏南一社区捌间公园和高桥村

龙舟文化公园也于今年年初建

成投用。捌间公园位于一环入

口处，有刻着“夏南一社区”的

牌匾。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

公园绕捌间涌而建，还设计了

特色阳光草坪，增加疏林草地、

景观树阵等特色空间。而高桥

村龙舟文化公园绕高桥涌而

建，漫步其中能看到洁净、清澈

的河涌，还能走进一旁的龙船

会展馆欣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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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上新”32个社区体育公园
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工程继续推进，预计明年将新建或升级30多个公园

曾
经
曾
经

高端产业集聚、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丰
富……市民选择在桂城
生活、工作的理由若干，
而人居环境优渥占了重
要一席。

今年，桂城继续大力
推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
工程，共新建、升级32个
社区体育公园，年内动工
建设 23 个社区体育公
园。家门口建公园、打开
窗见美景，已渐渐成为桂
城市民品质生活的写照。

2020年 12月，桂城发

布“公园城市”战略、社区体

育公园建设规划，提出将建

成 350个公园、100公里慢

行系统，其中不少于 150个

社区体育公园，着力打造

“10 分 钟 体 育 休 闲 生 活

圈”。2021年 7月，桂城发

布文化体育旅游发展工作五

年计划，进一步提出5年建设

200个社区体育公园……继

2020年新建、升级 50个社

区体育公园，2021年，桂城

街道完成 32个社区体育公

园的新建或升级，年内动工

建设23个社区体育公园，已

建成和动工建设的体育公园

覆盖村（居）超过60%。

星星之火，汇聚成光。

从前，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家

就建在“高大上”的公园旁；

而现在，小而美的社区体育

公园也越来越受市民欢迎。

“以前，这里是一块闲置的空

地，改造成为海逸社区体育

公园之后，孩子们就不愁没

地方玩了。”“自从凤鸣社区

公园进行硬底化改造后，散

步的地方平坦宽敞了许多，

看上去特别舒服。”……社区

体育公园带来的便利和舒

适，正好与桂城市民日益向

往的优质生活相匹配。

从去年的怡海体育公

园、三山森林公园一期建成开

放，到今年32个社区公园新

建、升级，桂城正通过不断挖

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城

市空闲土地，为“南海地改”打

造“桂城样板”。桂城街道宣

传文体旅游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即将进入新一年，桂城正在

推进新一批社区体育公园（篮

球场）新建或升级，预计2022
年将有超过30个社区体育公

园（篮球场）完成新建或升级。
烂地旧公园“换装”烂地旧公园“换装”

32个社区体育公园完工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通讯员黄远灿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通讯员黄远灿

河涌不臭了呼吸顺畅了
桂城街道河长办对华龙涌流域实施生态修复，现已消除黑臭

曾经油污、垃圾漂浮的涌面消失了，平均
每隔2米就有一个浮岛，种上绿油油的各式水
生植物……“现在河涌整得很漂亮，再也闻不
到河水发臭，呼吸都顺畅了许多。”石 社区居
民梁叔说。

今年5月，桂城街道河长办启动石 社区
华龙涌及其支涌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采用
“强化微生物系统”消除水体黑臭，提升水体质
量及河涌自我净化能力，目前已完成治理。
12月24日，记者走访华龙涌及其支涌，了解
河涌治理成效。

一边是宽敞的石桌石凳，

一边是全新的健身设施，小

公园周边随处可见篱笆、花

廊和绿化……桂城叠南社区

乐庆村篮球场旁，崭新的小

公园成为周边街坊闲聊、休

憩的好去处。

今年，叠南社区持续开展

“三清三拆三整治”，更活用

闲置土地，将卫生“死角”变

成社区“主角”，建设 9个“四

小园”扮靓社区。人居环境提

升了，不少街坊都点赞社区越

来越美。

闲置地成为“后花园”
12月 22日，记者来到乐

庆村篮球场东侧，一个崭新的

小公园映入眼帘。记者了解

到，该小公园的前身是一片杂

草丛生的闲置地，约245平方

米。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导致

该地蚊虫滋生，臭气也蔓延至

周边街坊的家中。

今年 9月份，叠南社区在

“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的基

础上，对这片闲置地进行全面

改造。小公园保留了原有的

大树，加上篱笆、铺设草皮和

地砖、种上树苗等，并添置全

新的健身设施和石桌石凳。

经过一个月的改造，这个多功

能小公园终于建成投用，成为

居民的“后花园”。

“我在这里住了几年，以

前经常看到很多人在这里遛

狗不拾便，导致这片区域又脏

又臭。”居住在小公园旁的新

市民刘女士说，自从建设了小

公园，人居环境变好了许多，

也希望周边居民能共同维护

好这个“后花园”。

青砖老树小花园，居民出

门即见绿，闲适感油然而生。

在圣堂村居民屋之间，也有 2
个新建的小花园。据悉，社区

工作人员围绕老树建成了小

花园，既保护了树木又美观，

为居民带来更舒适的感受。

建设“四小园”
实现“开门见绿”

为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今年，桂城街道因地

制宜盘活房前屋后的闲置土

地，建设了一批小公园、小花

园、小菜园和小果园，社区则

负责对“四小园”进行管理及

优化。

据介绍，叠南社区共有乐

庆、胜堂、茶基、江头等 9个经

济社（自然村），常住人口有近

19000人。为进一步提升人

居环境，今年，叠南社区持续

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清理出多片闲置地并进行“再

利用”，于 9月份起进行首批

“四小园”建设。卫生“死角”

变成社区“主角”，一批闲置地

以“四小园”的全新面貌示人，

成为居民闲聊、休憩的好去

处。

目前，叠南社区已完成 9
个“四小园”的基础建设，后续

或会考虑对该批次“四小园”

进行升级优化，如增加墙绘

等，让“四小园”更具叠南特

色。此外，未来，叠南社区还

会因应社区场地和环境情况

持续进行“四小园”建设，逐渐

实现“开门见绿”的美好愿景，

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

所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文/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

通讯员 何达铭 孔玉群

叠南社区打造“四小园”提升人居环境，获街坊点赞

有了“后花园”
住得更舒心

石 社区华龙涌及其支涌水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治理区域为四

村水系，四村水系由华龙涌、西华

涌、花社涌、旧四村排水涌、霍西

涌、黄洞涌、霍村南便涌、霍村东

涌组成，水系河网总长约4410
米。

在石 社区四村，记者看到

华龙涌及其支涌水质较好，涌中

有微孔曝气，岸边有挺水植物，还

有环卫工人进行管养。看到眼前

美景，谁都不会想到这里半年前

还是污水横流、河水黑臭。

“花社涌靠近五金工厂区，未

进行河涌治理前，不少工厂偷排

污水废水，导致水体又黑又臭，浮

泥、油污遍布涌面。”桂城街道河

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现场

勘察，发现华龙涌及其支涌都沉

积有厚度约为0.4至1.2米的淤

泥，部分河段淤泥灰黑松散有臭

味，其中有些河段淤泥夹带有较

多枯叶、油污等，严重影响人居环

境。

经检查，发现有明显排污排

口约22个（水下及暗涵内排口未

能进行统计），基本为公寓、民房、

厂区生活宿舍产生的生活污水排

口；有接近10处污水渗漏点，包

括民房化粪池渗漏、被埋排口渗

漏等。同时，由于水系所处为密

集型村落及密集型小作坊工业

区，区域地面沉积有较多污染物，

在雨水冲刷或洗路车的冲水情况

下，也会把路面污染物带入河涌，

污染水系。

污水废水偷排乱排水体黑臭影响环境

整
治

为尽快消除水体黑臭，今年

5月，桂城街道河长办启动石

社区华龙涌及其支涌水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目标为短时间内河涌

水体消除黑臭，并能够在运营维

护期内保证治理目标平稳达标。

该项目采用以“强化微生物

系统”为主，辅以“生态复氧净化+
水生植物净化+生物膜技术净化”

相结合的技术实施生态修复设

计，构建河涌的自我净化能力，抑

制有害藻类生长，提升水体质量，

提高水体透明度以及景观性，打

造自净生态型水体。同时，对上

述排污口和渗漏点进行截污或封

堵，减少外源污染。

该负责人介绍，“强化微生物

系统”即利用培育的植物或培养、

接种的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对水

中污染物进行转移、转化及降解，

从而使水体得到净化的技术。该

项目于9月完成并通过验收。目

前，华龙涌及其支涌水体已消除

黑臭，水质稳定达标，并塑造了优

美的水生态环境景观。

经常在霍西涌口袋公园闲坐

晒太阳的霍西村居民梁叔说，以

前霍西涌的臭味比较大，而且水

体浑浊。经过4个月的治理，包

含霍西涌在内的整条华龙涌的臭

味都消失了，水质也变得好多了，

岸边也种上了许多绿植，搭配口

袋公园显得十分美观，早上、下午

都有很多街坊聚在涌边闲聊。“现

在河涌整得很漂亮，黑臭情况消

失了，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梁叔

笑着说。

强化微生物系统 助力河涌“大变身”

■孩子们在社

区公园新建设

的滑梯和摇摇

马上玩耍。

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 摄

■凤鸣社区的山边公园。

■整治前，华龙涌及其支涌水体黑臭。 通讯员供图

■治理后，华龙涌及其支涌水体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