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瑞初介绍，现在是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

键节点，社区“三清三拆三整

治”工作需要持续开展。社区

党委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居民

参与，将闲置地硬底化变成停

车场，逐步整治社区“蜘蛛

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提

升。今年上半年，中区社区还

分别完成了新填地龙会桥、西

江大塘印月、涌源一河两岸、

南村新村大道等 4个美丽文

明村居项目改造。

而在拆违方面，中区社区

更是落到实处。8月起，中区社

区开展大规模“三清三拆三整

治”专项行动，共拆除违建40
处，腾出 2380 平方米闲置

地。早在6月~7月，冼瑞初便

带领社区党员干部深入社区掌

握项目进度和重难点问题，着

手整理社区违建的资料与数

据。7月底，冼瑞初广泛动员居

民配合违建拆除工作，其中11
处违建就是西江经济社党支部

党员及股东代表自行拆除的。

现在，新填地、南村经济社

已新建了“口袋”公园。接下

来，中区社区将对这些闲置地

进行统一规划，加快推进社区

内“口袋”公园建设，完善公园

设施。“未来，我们还将打造西

江‘新八景’，启动涌源、西江、

南村河涌整治项目和西江、南

村公厕项目，让社区人居环境

上升一个新台阶。”冼瑞初说。

为减少社区内存在的消

防安全问题，冼瑞初从民生实

事入手，一方面联同区消防大

队、桂城消防办、桂城流管局

等相关职能部门，每天到厂

房、出租屋进行检查，要求使

用泡沫棉及彩钢板的厂房及

出租屋自行更换拆除。截至8
月13日，中区社区30间违规

搭建夹心彩钢板的出租屋、25
间泡沫棉厂房均已自行更换

拆除。另一方面，落实社区农

民公寓电动车充电桩增设工

作，并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党

员、居民等清理每栋楼的消防

通道杂物，对部分消防器材进

行更换，为居民构筑一个“安

全社区”。

防诈宣传进社区
看着小品学防范

珠江时报讯（记者/苏绮玲通讯

员/彭健燕）8月20日晚，西樵派出

所自编自导自演的反诈小品《血本

无归的兼职刷单路》走进社区，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防诈骗知

识。

当晚，《血本无归的兼职刷单

路》亮相“践行初心使命，展望崭新

未来——2020年大同奖学金颁奖

典礼暨暑假夏令营成果展晚会”。

小品以当前社会高发的电信诈骗

案件之一“网络兼职刷单”的诈骗

手法及其防范技巧为题材，进行脚

本创作，通过幽默生动的表演形

式，揭露骗子设套引诱受害者转账

汇款的行径。

剧中，受害人听信骗子所说的

“足不出户、躺着也能轻松赚快钱”，

为了赚取所谓的高额“兼职刷单”佣

金，反复刷单，不惜投入自己全部的

积蓄。当被告知机器故障资金被冻

结后，受害人为了解冻资金，在骗子

的引诱之下，失去理智地通过下载

多个不安全的金融APP进行贷款，

并继续向骗子转账，最后导致血本

无归并欠下巨额款项。

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为之警

醒。“没想到派出所的民警这么多才

多艺，能够秀出如此高质量的小

品。”市民李女士表示，在表演中，充

分感受到民警为守护好老百姓钱袋

子，努力开展形式多样的防骗宣传

工作那份为民初心。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彭燕燕 通讯员/何月贵 马丽玲

摄影报道）8月21日，狮山镇

芦塘社区为阳光园圃揭牌。这

意味着阳光园圃正式运行。未

来，该园圃种植的蔬果植物不仅

将成为芦塘乡村振兴项目“芦溪

生态文化园”内的一道美丽风

景，还将通过社区党员、健能长

者等志愿力量，开展长者关爱服

务，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方式。

揭幕仪式上，芦塘社区党

委、芦塘幸福院、佛山市喜乐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称“喜乐

社工”）等相关单位人员为园圃

进行揭牌。揭牌仪式后，阳光园

圃嘉年华活动在芦塘社区幸福

院举行，设有阳光加油站、园圃

科普区、幸福小站体验区等摊位

活动，为社区长者提供关爱服

务。

结合芦塘文化
实施阳光苗圃计划

今年，佛山市民政局、市慈

善会联合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

会启动2020年创益合伙人计

划，通过共同出资600万元专

项资金的方式，扶持市内公益慈

善项目开展。其中，《家门口的

1㎡园圃·品质时光计划》获得

佛山市民政局专场的资金资助，

阳光园圃正是依托该计划，落地

在首批入选佛山市美丽文明村

居示范点的芦塘社区。

芦塘社区有着800年历史

的华佗诞文化，传承着医者仁

心、孝老爱亲的美德。藉此，阳

光园圃主要种植具有药用价值

的蔬果植物。目前，园圃的试点

位置种植有薄荷、鸡骨草、无花

果、田七、艾草等十多种健康蔬

果、草药。未来，园圃的产出作

物将会由社区牵头派送给孤寡、

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

除此之外，依托《家门口的

1㎡园圃·品质时光计划》，阳光

园圃积极引入佛山市健翔医院

等第三方医疗机构，为社区长者

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和种植指

导服务。由专业人员科普中草

药知识，带领低龄健能长者和社

区志愿者发挥种植所长，传播健

康积极的养老意识；并以入户服

务的形式，为有需要的长者送上

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关怀服务。

“社区居民是服务社区最核

心和最永久的力量。”喜乐社工

总督导颜宝珠表示，阳光园圃以

园圃收成为媒介，链接关爱资

源，宣传中草药药物预防和健康

饮食知识；又以此为行动载体，

入户开展治疗服务，可以在有效

盘活社区空间的基础上，激发社

区自治活力。

成立服务队
实现园圃长效管理

为使阳光园圃拥有持续开

展的动力，芦塘社区党委和芦塘

幸福院牵头成立了阳光园圃党

群志愿服务队。现场，芦塘社区

党委委员、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

白凤群为服务队授旗。

这一支有着 30人的队伍

里，既有社区党员，也有健能长

者、户籍及非户籍的志愿者。

日后，这支队伍将在社区“红色

引擎”的引领下，以社区种植和

入户探访践行社区关怀理念。

在专业的医疗康复资源支持

下，他们学习和传播疾病防治

知识，逐步发展成为专业志愿

者。收获健康，送上关怀，他们

既是“农场保卫员”，也是社区

的健康顾问。

今年 66岁的吴村经济社

居民张水兰有着丰富的种植经

验，已经多次参与阳光园圃党群

志愿服务队的服务。“前期的试

点园圃整理、种植等活动，我几

乎全都参与了，自己还带了不少

的蔬菜苗种植进去。”张水兰告

诉记者，在社区党员的带领下，

她积极参与园圃建设，并看着它

一点一点地形成，此外还学习了

不少草药知识。

“前期，社区曾多次选址，最

后将园圃定在这个离学校、离芦

塘乡村振兴项目‘芦溪生态文化

园’位置相近的地方。”白凤群表

示，期望阳光园圃能够集观光、

科普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既能

通过志愿服务不断开发园圃，为

共建美丽芦塘提供支持，又希望

带动附近学生参与进来，让更多

人能够加入阳光园圃建设，不断

扩大阳光园圃。

从党建引领到自发参与、从

培育志愿者到反哺社区群体，这

个小小园圃，在多方联动、资源

共通的作用下，不仅优化了空间

环境，还有效形成一个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狮山镇芦塘社区阳光园圃正式运行

家门口种菜种药 收获健康送上关怀

围起来 管起来 美起来
桂城中区社区党委积极推动平安智能小区建设

“现在的中区和以前

不一样了，垃圾没了，西江

大塘清了，公园多了，最近

还拆了2380平方米违建，

环境越来越好。”走进桂城

中区社区，能感受到人居环境治理带来的喜人变化：涌源经济

社对闲置地进行硬底化处理，新划了整齐的停车位；新填地、南

村经济社则新建了“口袋”公园,供居民散步娱乐；西江经济社

不仅出入口设置了保安亭，外围也已被围蔽栅栏稳妥地“包裹”

了起来。落实乡村振兴工作，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强化社会

治理以及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举措。放眼中区，从“三清三

拆三整治”到实施公园化战略，从“三线”整治到打造平安智能

围蔽小区，一场人居环境的全面变革正在推进，一幅美丽乡村

新画卷正在展开。

今年4月，冼瑞初接棒担任中区社区党委书记。任职4个

多月以来，不管是拆违、消防安全巡查还是开展“三清理”行动，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冼瑞初说：“带头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是我

的责任，做好每件实事才不辜负村民对我的信任。”

中区社区位于南海桂城东

部，三山新城中西部，辖下共有

4个经济社，分别是西江经济

社、南村经济社、新填地经济社、

涌源经济社。一直以来，社区存

在规划建设水平比较滞后，住宅

和工业区混杂，巷口、路口多等

问题，环境有待提升，治安防范

的压力也特别大。

在今年3月25日召开的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暨平安智能社

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桂城明确提

出平安智能社区建设方案，通过

围合管理、车过验牌等系列手

段，在22个农村社区实现精细

化治理、智能化服务、网格化覆

盖的治理效果，化解农村社区管

理无序散乱、基层治理不完善等

问题。

实施平安智能社区建设，

不只是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

主动落实人防、技防、物防、信

息防、制度防等“五防”的重要

举措，提高城市化治理水平的

需要。冼瑞初上任的第一件

事，就是请教中区社区驻村团

队。驻村团队指导并迅速制定

了各经济社的平安智能社区围

蔽方案，要求各经济社借着疫

情防控时期，同步实施平安智

能社区建设工作。

经过冼瑞初与驻村团队实

地考察，发现西江经济社的围蔽

条件最为成熟，最后敲定了新建

不锈钢围蔽栅栏180米，村主

入口通道提升改造2600平方

米，建设主要出入口和2个遮雨

棚的设计方案。“近日，西江经济

社已完成基础围蔽，下阶段将按

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安装智能感

应设备。”冼瑞初说，目前，南村、

新填地、涌源等3个经济社正在

围蔽施工，确保年底前完成整个

中区的平安智能社区建设工作。

平安智能社区建设提速

拆除违建推动环境提升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冼啟志通讯员供图

A05 镇街今日南海
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 新浪官方微博@珠江时报

2020年8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王崇人 美编 张韦奇

小伙丢了定制眼镜
社区党群合力找回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通讯

员/潘志开）“生活在这个有温暖的社

区，是多幸运的事。感谢社区，感谢

各位帮忙寻找眼镜的街坊们。”日

前，新市民熊先生走进西樵镇樵泰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送

锦旗致谢。此前，他的定制眼镜不

见了，是樵泰社区党群四处寻找，历

经2个小时终于帮忙找回。

8月12日，熊先生晨跑时，放

在祥和小区一石板上的眼镜不翼而

飞。该眼镜是他专门定做的，是一

副“800多度近视+散光”的专属眼

镜。心急如焚的熊先生找了很多地

方，想了不少办法，在小区安保部的

帮助下，找到了一张拾捡眼镜街坊

的视频图片。眼看快12点了，熊先

生拿着图片急急忙忙跑到社区求

助，希望帮忙找到拾捡眼镜的街坊。

接到熊先生的求助后，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接访工作人员即时联系

居民小组长查找拾捡眼镜街坊。社

区党委书记曾丽群恰逢当天在窗口

坐岗服务群众，也即时打电话联系

相关人员查找拾捡眼镜街坊的信

息。此外，热心的居民得知此事后，

也纷纷在朋友圈、微信群发布信息。

“找到眼镜了。”当天下午1时

许，祥和小区居民小组长赖木兰传来

“好消息”。原来赖木兰在接到社区

的电话和视频图片后，把拾捡眼镜街

坊的衣服特征深深记在脑海里，并时

刻留意小区来往人员。在接送孩子

上兴趣班的路上，一位身穿白色衣服

踩着单车的街坊，和图片人物特征一

样，赖木兰马上反应过来，立即上前

询问对方。在得知对方肯定的答案

后，木兰高兴得好像自己找回失而复

得的宝贝一样。随后，她亲手把眼镜

送到熊先生手上。

■中区社区村民自拆违建雨棚屋。

■阳光园圃将成为“芦溪生态文化园”的一道美丽风景。

1、购物请认准网络购物官方网

站、正规购物网站。

2、不点击、不下载陌生人发来

的网页链接、平台和APP，在填写支

付信息时，一定要检查支付网站的

真实性。

3、不接受任何来路不明客服人

员以各种理由提出退款要求；客服

添加QQ、微信好友，要你扫二维码

退款的都是诈骗！

4、不要被所谓“低价”诱惑，不

要轻信“中奖”、“免单”信息。

5、买卖交易过程，请谨慎核对

买家转账支付的凭证，确认款项到

账再发货，慎防截图造假。

佛山市反诈骗中心南海分中心
防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