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2月7日讯 2 月 7 日 9 点，初
春的暖阳给湖岛街道四湖路小区内整修
一新的居民住宅楼镶上了一层金边。干
净整洁的区间路，楼宇间偶尔传出几声
鸟鸣，居民在院子里喝茶聊天、看书下
棋，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这些都是
市北区湖岛街道四湖路小区升级改造后
的场景。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笑
着告诉记者，“小区改造确实好，优化了
停车位，修缮了楼道空间，绿化更美了，
现在小区走到哪里都很干净。”

小区改造从细处入手

市北区湖岛街道四湖路小区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10 栋楼总面积 1.5 万平
方米，共有居民 279 户。改造前小区设
施老旧、路面狭窄、楼顶漏水、停车位缺
乏、绿化带乱养乱种等，面对这个有着
40多年历史的老旧小区，改善居住环境
问题一直是居民的“心头事”。

近年来，随着市北区加快老旧小区
改造进程，四湖路小区列入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后，湖岛街道成立改造工作专班，
将民意征集贯穿改造全过程，经过广泛
征求居民意见，确定了加装楼体雨水立
管、粉刷外墙、铺筑沥青路面、规划停车
位、进行楼顶防水处理等改造项目。
2022 年，项目部进入小区实施改造，包
括屋面防水、外墙粉刷、防盗单元门安装
等主体工程，还有道路、围墙、停车位、排
水管网、绿化、照明等配套基础设施，对
四湖路小区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2023年2月7日9点，走进改造后的
四湖路小区，整洁有序的环境令记者眼前
一亮。小区内道路宽敞平坦，整齐划一的
停车位，绿化带里新栽植的灌木错落有
致，新改建的停车场宽敞明亮……从种种
细节上感受到此次改造的用心：阳台上
新增的晾晒架，上面晒满了被子和衣服；
小区内所有单元门口和楼道内的照明灯
全部重新走线安装，让居民夜间出行不
再有顾虑；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加
装全新护栏；解决困扰居民多年的集中
供暖、管道堵塞难题；翻修及新建小区围
墙1100米，更换下水管道620米，整治杂

乱飞线及弱电入地1200余米，地砖铺设
6000 平方米，设置休闲健身区域，并加
强墙体彩绘、路面铺装等。

“小区在改造时，一方面要结合居民
的正常习惯提升基础设施功能；另一方
面又要结合小区的地形、地势，在不破坏
小区原有风貌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地设
置改造项目，兼顾城市建设管理和市民
需求。”湖岛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杨倩倩

受采访时表示，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让四
湖路小区换上了新装，也让居民的心里
换上了好心情，在新的一年里，焕发新的
生机和活力。

配套设施全面升级

现在的四湖路小区既保留了原有的
特色和文化气息，同时增添了亮丽色彩，

让现代与传统、时尚与怀旧并存。“整个小
区和以前比焕然一新，楼体刷新了，路面平
整干净，树木绿植让大家如置身森林般舒
适，停车位规范充足，夜间路灯亮了，新安
装的监控设备让小区更有安全感……”80
多岁的李桂英向记者细数着小区的改变，
脸上满是笑意，“我们小区200多户基本都
是小区建成时就搬进来的老住户，邻里间
亲亲热热的，大家有事互相帮衬，没事串串
门聊聊天，住在这样的地方充满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确实好，真是改在了我们心
坎上啦！”

“小区改造后，大家都说我们小区变洋
气了。”提起现在的小区，居民刘金赞不绝
口，“整个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
处都是美景，在这里真是越住越舒服！”刘
金在小区内住了 20 多年，最近一段时间，
女儿劝她搬家一起住，她没答应。“我们小
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楼下就有遛弯锻
炼的地方，还有一帮老姐妹，我实在舍不得
离开。”刘金说。

“楼顶重新做了防水后，我再也不怕下
雨了，以前老是怕雨天，外面下雨，家里渗
水，整个屋子湿气大。现在好了，不仅楼顶
重新做了防水，还重新做了隔热层，不怕下
雨也不怕夏天热，环境改善了，居住质量好
了，心情自然舒畅了，生活也就更幸福了。”
说起小区改造后的变化，居住在四湖路小
区顶楼的张健竖起了大拇指。

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优
化人居环境。对此，杨倩倩告诉记者，四湖
路小区在改造之前，改造工作专班充分采
纳居民意见建议，设置清晰的标准化门牌
标识；理清扰民飞线，让“剪不断，理还乱”
飞线问题变为“一网覆盖，清新便利”，做到

“五网携手进家门”；小区改造还秉持“科技
赋能 智慧便民”原则，导入智能化设施，科
学施划车位、安设智能道闸，为所有单元都
安装了可视化单元防盗门。“接下来，完善居
民自治与管理平台协同模式，充分激发居民
热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引导多方
力量参与小区治理，形成更加温情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让改造后的老楼院‘面子’焕然一
新、‘里子’和谐有序。”杨倩倩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通讯员 谷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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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2月 7日讯 “经过前期专家
评审筛选，我们首期招募的60名专业过
硬、素质较强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拟于2
月上旬公示，将极大充实‘种子计划’的
师资力量，为全区家庭提供全方位专业
化服务，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黄岛
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宗兰近日告诉
记者，这也意味着列入区办民生实事后，
全新的“种子计划”开始“生根发芽”。

“种子计划”是青岛市黄岛区2020年
起推出的一项家庭教育新举措，一个指导
师承包一个社区，实施“一人、一室、一特
色——点对点、承包制”机制，对社区居
民、困境儿童、涉案未成年人、军属及企业
职工家庭，开展线上、线下家庭教育讲座、
沙龙、实践及个别辅导等活动。目前，已
累计开展活动500余期，受众30万人次。

2022年 9 月，黄岛区人大常委会对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检查中发现，“种子计划”可以
推动家庭教育服务专业人才培养，逐步

构建涵盖家庭、学校、社区、家庭教育相
关社会组织的全方位沟通平台，具备在
西海岸新区各个社区和村居全覆盖的
意义和可能。黄岛区人大常委会最终
形成了《黄岛区人大执法检查组关于＜
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同时向黄岛区政府交
办重点事项清单。青岛市黄岛区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经过全
体人大代表表决，“家庭教育‘种子计
划’普及工程”首次被列为民生实事项
目，确定为青岛市黄岛区 2023 年 17 件
民生实事之一，黄岛区也成为全省首个
将家庭教育列为民生实事的县市区。
该工程将试点搭建 30 处社区、企业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通过举办讲座、沙
龙、个案咨询等活动，培育群众身边的
家庭教育顾问，让家庭教育真正落实到
每一个家庭中。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通讯员 管玲）

早报2月7日讯 春天在哪里？春
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立春一过，万
物复苏，由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青岛
早报组织的自然教育公益活动又要开
始了。本周六，市园林和林业局工作人
员将带领“绿色小使者”们一起登上浮
山，捡拾垃圾，宣传森林防火，观察绿道
两边植物萌芽开花情况，寻找岛城春天
的踪迹。

每年立春过后，浮山的迎春花就会
零星开放。四棱形小枝是它的特征，下
垂的枝条像倾泻的流水，所以多种植于
较高的地方，花开后如同一条条黄色瀑
布。想先睹为快的小朋友，抓紧时间报
名参加活动吧。

担任此次自然教育课程的小刘老师
是园林植物课程专职教师，自2020年开
始进行自然科普户外活动，并致力于将
科普与手工相结合。小刘老师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她除了给孩子们讲解浮山
上植物的知识，还会和大家一起动手做

园林手工课——利用雪松掉落的松果，
制作“林中小鹿”的工艺品。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
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
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本次活
动，市园林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还会带
领小朋友们一起学习森林防火知识、传
唱森林防火儿歌，树立防火理念，做懂知
识、有行动的绿色小使者。小朋友们按
照要求注册参加本次活动，可领取志愿
者服务证书；对按时完成自然笔记的小
朋友，还有惊喜礼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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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变洋气 美到心坎里
市北区湖岛街道四湖路小区完成升级改造 居民争“晒”幸福感

四湖路小区改造前小区设施老旧、乱堆乱放。湖岛街道供图

市北区湖岛街道四湖路小区改造后很洋气。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摄

家庭教育“种子计划”已生根发芽
黄岛区全省率先将家庭教育列为民生实事

周六登浮山 招募“绿色小使者”
园林工作人员将带领小朋友们登山捡拾垃圾 宣传森林防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