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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9月，漫步在大沥镇盐
步社区，整洁亮丽的村容村貌令
人眼前一亮：宽阔的水泥路直通
村民院落，户户庭院天台皆有花
草点缀……置身其中，能感受到
村居生活的温馨和惬意。

盐步社区近十年来的种种
努力，是勾勒这幅景致的重要“画
笔”。作为盐步老龙的“家”，十年
间，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增长的产
业动能、干净有序的人居环境、立
体多维的治理网络，都在盐步社
区悄然生长，为村民带来更有质
感的幸福生活。

工业上楼带来产业振兴新动能

■盐步老龙起龙。 珠江时报记者/张鹏摄

“希望以我们微小的力量，让

家乡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8月

13日，盐步社区举行创熟理念分享

会暨盐步经联社第一届奖学金颁奖

活动。活动上，作为盐步社区的青

年团员之一，郭骏健分享了自己的

感受。

近年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盐步社区，以“崇礼守正·淳风盐步”

为主题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增强居民

归属感。十年间，盐步社区的服务阵

地实现了从“0”到“5”，目前已拥有

乡情馆、棉花巷文化活动中心、社区

幸福院、乐安居、楹联馆等，这些阵

地的队伍未来仍将不断“扩容”。

善治包容、协调共享，是盐步

社区在社区治理中的努力方向。在

搭建阵地的同时，社区在2019年

成立“查笃撑议事厅”，让居民、新乡

贤等群体，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

兴等系列公共议题、民生热点工作

中为家乡发声，逐步形成具有盐步

特色的“多联聚合，传动不息”的社

区“创熟”理念。

近十年来，盐步社区作为全镇

首批购买社工服务的农村社区，面

对居民丰富多样的需求，有了更完

善的服务链和更专业的服务者，人

们也有了更具质感的幸福生活。正

如每次活动中，盐步人都爱说的那

句话一样：“盐步，永向前！”这不仅

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个盐步人对

社区美好生活的充足信心。

今年6月16日，盐步社区举

行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誓师大

会，推进村容环境扩容提质。随

后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身穿

红马甲的党员穿梭在盐步社区的

大街小巷，用心用情地为人居环

境的提升而努力奔走着。

追溯盐步社区近十年的发展

历程，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

开“红色引擎”的拉动。盐步社区

党委书记刘霭仪在社区工作已经

有二十多年，亲历了社区党员干

部队伍建设的不断提升。她说，

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回归社区，

还出现了只有30多岁的党支部

书记，“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随着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年龄

结构、学历水平等方面的优化，

“强基赋能”带来了“聚力突破”。

为了更长远的发展，近年来，盐步

社区推动村级工业园改造升级，

将20世纪80、90年代的单层瓦

顶仓库式厂房逐步升级迭代。为

了缓解自建物业资金不足的问

题，盐步社区通过工厂预付租金

的方式，联合经济社、建筑商等多

方力量筹集资金兴建新式厂房，

实现“工业上楼”和多方共赢。

盐步社区还围绕内衣产业，

引进上下游产业企业，满足内衣

成品企业的原料供应、销路开拓、

物流运输等需求，形成了相对成

熟的产业链，为社区带来了经济

稳步增长的新动能。

在盐步社区，至今已有 590
年历史的“盐步老龙”是最闪亮文

化名片，也是绕不过的乡情纽带。

2012年，盐步老龙礼俗被列入广

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名录，次年被推选为“中国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项目。

这些年来，为了让老龙在盐步

“住”得更舒适，在活化古建筑的同

时，社区不断升级文化传承场地：

2015年，升级改造盐步老龙藏龙

基地，并建设起盐步老龙礼俗文化

传习所；2018年，借助佛山市美

丽文明村居建设的春风，再次将盐

步老龙藏龙基地广场和公园进行

提升；2019年，把盐步老龙特色

文化元素融入村居建设中，并建设

“老龙广场”……

“大家都希望借着起龙的机

会，展示盐步社区的环境变化。”盐

步社区党委副书记郭永汉说。这

些年来，社区吸纳盐步老龙文化的

精髓贯穿于人居环境提升，包括道

路提升改造、河岸景观提升、新建

社区公园等，打造家美、景美、人美

的和谐农村社区。

未来，盐步社区将以建设“百

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契机，

让谦让团结拼搏的盐步老龙精神

沿着河岸发扬开来。“除了算经济

账，我们还要会算环境账，将人居

环境投入作为长远投资，以环境提

升带来土地物业升值，为村民带来

幸福生活环境。”刘霭仪说。

“碧月涌金波东接珠江通
四海，华楼生紫气西林佛景集
千祥”，在东秀社区的一座牌坊
上，这副对联描绘了一个美好
愿景。

如今，这样的愿景已经逐
渐变为现实。从微处着手、从
实处抓起，十年间，东秀社区通
过打造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
乡村治理体系，满足社区居民
美好生活需求。在东秀社区党
委书记罗赐安看来，让村民拥
有更美好的生活，社区党委应
该有所作为，让村民享受更多
发展红利。

党建引领转型 绘就花乡蓝图

带动乡村振兴走上快车道

8月30日，南海区政府网站发

布了《佛山市南海区NH-B-04-
03编制单元（大沥黄岐东秀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地块开发细则》

（2022修编）批前公示。看着这份

社区未来的发展“蓝图”，不少东秀

人颇为激动。

近年来，东秀社区党委坚持党

建引领，以党建强统筹的形式，统筹

辖区集体土地连片开发，有效解决

各经济社发展不均问题。然而，东

秀社区地处广佛通行的枢纽位置，

隔江对岸就是芳村的海北和龙溪。

目前东秀的发展现状，与其优越的

区位优势并不匹配。古老的乡村，

在新形势中，亟待一场升级。

“我支持这个项目！”今年7月，

在充分了解广湛高铁和广州站至广

州南站联络线铁路工程黄岐、东秀

段成片征收回迁项目，有望破解亨

漖经济社发展困局后，亨漖经济社

村民陈锐明对前来入户交流的南海

区委书记顾耀辉说。

然而，对于这个项目，亨漖村

民最初的同意率仅有一半。随着大

沥铁军及东秀社区、亨漖经济社党

员干部耐心入户宣讲，村民们终于

吃下“定心丸”，理解透补偿方案，甚

至有村民还主动转变成为政策宣讲

员。最终，该项目以99.4%同意

率，完成了成片征收回迁征地表决。

未来，东秀将乘上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快车道”，积极融入“广佛

新城”的怀抱，有望成为广佛全域同

城的又一个重要窗口。

在东秀社区碧华经济社，居

民曾饱受黑臭水体的困扰。“那

时候，到了夏天根本不敢开窗，

气味太大了。”在碧华涌旁一栋

居民楼租住的林敏丽说。不过，

现在她再也没有“嫌弃”的情绪

了。

从 2019 年

起，碧华经济社迎

来了“大变样”：三

清三拆三整

治提升居民

生活空间；

新建、规范

停车位，解

决停车难题；

开展雨污分流工程，消除黑臭水体

……一系列乡村振兴工作，使碧华

经济社环境有了质的飞跃。

这是东秀社区人居环境改

善的一个缩影。东秀社区党委

明白，党员干部是乡村基层治理

的“红色引擎”，只有用心用情，

才能打动村民一起“干大事”。

为充分发挥骨干力量，近

年来社区党委举办了“聚力前

行”党员骨干培训班，围绕社区

文化营造、弱势群体帮扶和环

境提升等方面自主开展社区服

务和志愿活动，也带动了众多

村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四小

园”建设。

“我家的家风家训，是传承了

我们杨氏的家训，再加上我的新想

法而来。”看着自家门前挂起的那

块淡黄色的“家风牌”，东秀社区居

民杨德华自豪感满满。

千家万户的家风，直接影响着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的水平高

低。因社区有种植花卉的产业历

史，东秀在大沥黄岐片区有着“花

乡”的美誉。而这里的乡风，也像

鲜花一样芬芳怡人。借着乡村振

兴和“美好家庭养成计划”活动的

契机，东秀社区党委通过发动社区

家庭开展家风家训挂牌活动，以

“好家风”促进“好乡风”。

对于有着超7000名户籍人

口，近15000名非户籍人口的东

秀社区来说，要想做好基层治理工

作，仅有小家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发动更多“村民力量”，办好

“村民的事”。2021年，东秀社区

6个经济社以平均94.86%的高

同意率通过各经济社《文明公约》，

从社会治安、美丽家园、安全建房

及管理、出租屋管理、厂企商铺管

理等方面与生活居住人员和厂企

经营者进行“约法三章”。

利用这一有力抓手，各经济社

选址规划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快

速完成建设，东秀社区也成为大沥

镇首个实现各经济社电动自行车

充电桩全覆盖的社区。

融入广佛新城发展

绘就基层治理亮丽风景线

■乡村变美了，居民生活变好了。 珠江时报记者/吴志恒摄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李翠姗

将人居环境投入作为长远投资

不断扩容的
服务阵地与治理力量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志恒李翠贞

通讯员李翠姗梁紫泳

用好老龙精神 推动全面振兴
安稳生活

稳中有序稳健扎实

拥抱未来

乡风文明“红色引擎”

盐 步 社 区

东 秀 社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