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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环境优美的景观区变成“荒草地”

“后花园”期盼有人管

“‘撂荒’近一年，原本环境优美的沿河景观区变成了‘荒草
地’，栈道也破损严重。”近日，家住即墨区三盛·国际海岸一期的
市民王女士致电党报热线，反映小区旁的沿河景观区设施破损，
环境脏乱，无人管护。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反映的沿河景观区位于三盛·国际海岸
一期和二期的东侧，紧邻北河，曾是周边居民休闲健步的好去处。

“地产开发商投资建设了这片景观区，并作为重要的卖点吸
引购房者。由于附近公园少，2016 年小区交房后，其他小区的
居民也特意赶来游玩、打卡。”王女士感慨道，“去年年底，承担维
管责任的开发商突然‘撂挑子’，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里变得破
败不堪，心里很着急。”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看到，该处沿河景观区长约 800余米，
设有塑木栈道、绿化带、景观小品、休息区。绿化带内大面积绿
植枯死，杂草野蛮生长，掉落的枯枝无人清理；木栈道上的破损、
缺失比比皆是；多个垃圾桶的垃圾外溢；栈道旁的栏杆锈蚀损
坏，存在安全隐患。

沿河景观区为何失修、失管？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公司资金出现困难，目前没有能力管理。“这片区域投资大，
任其荒废很可惜，我们也希望能有人妥善接管。”他说。

随后，记者来到物业服务中心咨询。工作人员表示，沿河景
观区位于小区红线之外，不属于物业负责区域。而且经测算，沿
河景观区一年的维护费用有20多万元，物业难以承担。

部分小区居民盼望由市政部门接管该区域的维管工作。对
此，记者联系了温泉街道领海社区居委会。“沿河景观区是开发
商建设的附属配套设施，没有移交给街道。我们已将此事上报，
街道正在研究解决方案。”工作人员说。

“1米高度”，是儿童的独特视角。从“1米高度”
看到的，既是孩子眼里的世界，也是一座城市的儿童
友好程度。目前，众多的儿童游乐场地、母婴室、托
育机构还不能充分满足儿童需求，按照成人尺寸设
计的公共设施不适合孩子使用，伤害幼儿及小学生、

“厌童症”、“毒玩具”等恶劣现象不时出现，儿童友好
环境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作为城市未来的主人，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
要。2021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23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成为社会共识。

今年，青岛市入选第二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
市名单，发布了《青岛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专
班2023年工作要点》，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社会政
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发展环境的点点滴滴。儿
童友好公园和市级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建设、
性别平等教育学校试点、儿童友好校车打造等各项
举措均已开花结果，夯实了岛城的儿童友好基础设
施底座。

如何以“1米高度”进一步构建儿童友好空间，将
儿童友好变为可知可感场景，一些城市的适儿化改
造经验可供借鉴。例如，长沙地铁5号线是一条全龄
友好轨道线路，给孩子们准备了爱心候车区；长沙幸
福里社区打造了“儿童安全谷”——在学校周边和学
生上下学途中，每个路口都有“慢行十秒”岗亭；广州
市儿童公园如同“矮人国”，大人要弯下腰才能看清地
图、引导牌……适儿化改造可以融入城市更新和城
市建设的方方面面，用儿童视角改造公共空间和服
务设施，让儿童参与、儿童友好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

持续适儿化改造的同时，还要提升适儿化理念，
加强家、校、企、社协同育人：父母培育积极健康的家
庭文化土壤，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学校为
儿童提供安全开放、全面发展的教育空间，护航儿童
茁壮成长；企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范，生产健康安
全、创新趣味的儿童商品；成年人多一点耐心、关心，
给孩子们构建充满爱的成长环境。

建设儿童友好环境需要全民参与，不断探索，将
“1米高度”理念、适儿化理念化为城市建设、管理的
具体举措，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最大限度
激活儿童潜能，点亮城市的未来。

以“1米高度”
勾画城市未来

社区活动室是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居民参与文体
活动、增进邻里和谐、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场所。今年8月，青岛市城乡社区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入贯彻“三放两化”指示要求 进一
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加强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建设。

部分市民反映，一些已落成的社区活动室不能使用，他们无法“近”享
家门口的福利和便利。记者梳理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党报热
线82863300、观海新闻客户端“直通12345”平台近3个月受理的信息，发
现有关社区活动室不开放的投诉约120条，涉及七区三市的51个社区活
动室。

■诉求来源
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观海新闻客户端“直通12345”
党报热线82863300

■话题热度 ★★★★★

“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早在
九十多年前，康有为的一封书信无意间为青岛秀丽的
城市风貌作了定位，“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也渐渐成为
了青岛的标志性评语。

青岛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
城市记忆焕活崭新面貌，许多令人欣喜的变化在老城区
悄悄发生。这些改造升级宛如一个个色彩斑块，描绘出
老城区未来发展的新蓝图，开启老城发展新征程，更是为
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承诺。

市北区在实施老旧街区改造项目中，为了留存老
青岛特有的城市风貌，在尽力保持建筑的格局和肌理
的同时，将低碳、绿色、环保的更新理念融入其中，重点
确定全区城市色彩主旋律、主色调，与城市整体空间色
彩相协调。这样的理念对于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进一
步提升城市色彩规划水平大有裨益。

作为具备山海城交融独特自然景观特点的城市代
表，为延续“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城景交融的高品质城市
界面，应重点控制建筑的屋顶和外墙色彩。在历史文化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可采用以红瓦、黄墙和石材本色为
主的整体色调。居住建筑的基调色更是要使用高明度、
低艳度的橙红、暖黄色系，强调温润舒适的色彩印象，呈
现出老城区修旧如旧的温馨宜居品质。

城市色彩主旋律反映城市文化、地域及空间特
质。目前青岛市市域整体的城市色彩大部分以灰白为
主，并未体现出青岛应有的独特城市个性，为此提出如
下建议：

一、远期可以结合国土规划用地功能布局，框定全
市各主色系应用比例，且比例不应只局限于建筑色彩，而
是包括城市要素色彩，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建筑与城市公
共空间在色彩上不和谐的问题。

二、提倡规划以历史核心老城区为出发点，整体构建
青岛市域城市色彩规划格局，延续城市特色风貌，充分发
挥历史街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建议编制《青岛市色彩规划问卷调研》，通过宣
贯会的方式向全市发放，充分收集市民意见，激发积极
性，让市民作为城市主人公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
传承“山、海、城、岛”融为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独特的
城市风貌，能够塑造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文化兼容并
蓄的氛围，体现人民为中心内涵，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浸透了青岛
城市形象的独特性，是青岛人引以为豪的信
念，是城市文化的华彩。继承并发扬这份
已有的和谐特色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历史任务，也是我们不懈努力的
长远目标。

让“历史记忆”丰富城市华彩
刘译浓

市民反映，部分社区活动室或大门紧锁，或挪作他用——

社区活动室需“活”起来

留言板

观海网友“v7ttWR”留言：西海岸新区积米崖
瑞港度假村小区内有流浪犬出没，影响居民生
活。之前反映过好几次，没有实质性效果。

观海网友“+UcyFB”留言：市北区合肥路280
号汽车充电站内有几只流浪狗，具有攻击性，威胁
市民安全。

观海网友“j0iutA”留言：市北区齐鲁康体公园
禁止犬只进入，但公园内经常有人违规遛狗。

观海网友“heXATD”留言：即墨区中粮锦云
小区里经常有一只没拴绳的大狗活动，威胁到小
区居民尤其是小朋友的安全。多次向相关部门反
映，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流浪狗出没，市民忧心

本版撰稿/摄影（除署名外） 邱 正

如何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直通12345”网友：我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应该如何办理？

青岛市医疗保障局：青岛市居民新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可以持身份证或户口簿等身份证
件到就近的街道保障中心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手续，也可以通过“青岛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

“青岛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线上平台办理参保
登记手续，参保登记审核通过后，市民可根据税务
部门提供的缴费方式自主缴费。上年度已在街道
保障中心办理参保登记的，无需重新办理，可直接
通过税务渠道办理缴费。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

读者林女士：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准备购买首
套房，咨询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和额度。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灵活就业人员
如果已连续正常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
以上，具备按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能力，
首次或者二次使用公积金贷款、所购住房是家庭
首套或二套自住住房，符合购房首付款比例等贷
款条件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
的，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均符合申请公积金贷款缴
存条件的，贷款最高额度为 80 万元；借款申请人
仅本人符合申请公积金贷款缴存条件的，贷款最
高额度为 50 万元。如果是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贷款额度可以再上浮20%，最高可贷至
96万元。此外，为了鼓励广大灵活就业人员长期
稳定缴存，对于连续正常缴存满 2 年的灵活就业
人员，在计算贷款额度时可上浮10%，并且不超过
上述最高贷款额度规定。

现场1
升级改造后却弃用

家住李沧区九水街道延川路社区绿
城蓝岸北区的李女士向党报热线反映，从
去年3月至今，他们小区内的社区活动室
一直“闭门谢客”。

记者在绿城蓝岸北区西北门外的一
处临街网点看到，一楼设有音乐室、会议
室、24小时自助书屋等活动室，房间内配
套设备一应俱全，但大门紧闭并挂着链条
锁，现场找不到管理人员，也没有张贴联
系方式。

“这几个活动室设施齐全，就这样闲
置太可惜了。”李女士告诉记者，这处活动
中心于 2013 年和小区一同交付、投入使
用，当初室内设施比较简单，后期几经升
级改造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活动中心最
近一次完成升级是在去年2月，之后有不
少单位特地来参观学习，但从去年 4 月
起，就再没有向居民开放过。

“我曾向延川路社区询问小区内的活
动室关闭的原因，社区工作人员的回复是
抽不出人手管理，并建议我们到延川路社
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李女士说，那个社
区活动中心的条件确实更好，但无法满足
更多居民的需求，他们希望就近利用现有
的资源。

记者在位于延川路 2 号的延川路社
区活动中心看到，这里有文化活动室、理
论宣讲室、科普教育室等功能性活动室，
每个活动室内都有居民在上课。门口张
贴的活动表显示，课程有美术、书法、气
功、瑜伽、体能训练等。这些活动室从周
一至周五几乎全天都有排课，有的活动室
在周六、周日或工作日的晚上也有活动或
课程，可见抢手程度。

现场2
挪作他用成仓库

家住市北区河西街道河西社区的王
先生反映，新都心苑小区里的社区活动室
被挪作他用，成为堆放物料的仓库。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活动室位于小区
5号楼一层，大门紧锁，室内堆放着大量破
旧的展板、桌椅、文件柜等办公物料。

据王先生介绍，这个活动室由开发商
配建并移交给社区管理，面积约 260平方
米。2019年，社区将其打造成了社区活动
室，供居民下棋打牌。但好景不长，因为
活动室位于居民楼下，并且隔音效果不
好，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当年就关闭
了。社区承诺升级改造后再重新开放。

“我们起初满怀期待，但始终没有看
到活动室有升级改造的迹象。如今，这里
成了仓库，居民只能在半露天的廊道里下
棋打牌。”王先生认为，如果对活动室的门
窗等设施实施隔音改造，并规范活动室的
使用时间，可以解决扰民问题。即使活动
室不用作棋牌室，也可以改造成自习室、
阅览室、书画室，都可以丰富居民的文化
生活。

王先生还提到，河西社区文化中心的
健身活动室也是“铁将军把门”。

记者在河西社区文化中心看到，这里
设有棋牌书画室和健身活动室。棋牌书画
室里摆着8张方桌，座无虚席，30余位居民
正在下棋、打牌、搓麻将，玩得不亦乐乎。
而健身活动室大门紧锁，现场没有张贴是
否开放的告示，室内摆放着跑步机、椭圆
机、动感单车、推举训练器等多台大型健身
设备。

“从 2017年落成，这处健身活动室就
没怎么开过。”一位在广场上运动的居民
说，如果能到室内健身，即使遇到雨雪、降
温等特殊天气也不耽误运动。

还有受访的居民表示，由于这个活动
室经常锁着门，他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具体
用途。

探因
经费不足 管理缺失

社区活动室的建设初衷是为了丰富居
民的业余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我市近期发布的《通
知》，对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例如，每百户居民拥有的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不低于30平方米，用于直接服务
群众和开展活动的面积不低于70%，还要
求加大社区养老、普惠托育、文化体育、助
餐助医等“个性化、兜底线”精准服务力度。

在我市大力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的硬标准和软服务的背景下，为何部分活
动室不能正常向居民开放？

记者采访相关街道、社区时，多名基
层工作人员表示，社区活动室等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的后期管理没有专项资金支
持，而且基层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尤其在
一些远离社区办公地点的活动室，工作
人员无法在现场管理，担心会发生一些
矛盾和纠纷。

一些社区活动室尽管被市民屡次投
诉，但依然不开放。不少投诉者表示，他
们反映问题后，出面回复的大都是本街道

或社区的工作人员。“答复的内容不是没
钱就是人员不足，到头来社区活动室还是
不开。”一位投诉人说。

根据《青岛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服务
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由区（市）
民政部门负责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监督
管理，并应当定期组织检查。

某区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
言，针对个别社区活动室不开放或挪作他
用的问题，他们只能敦促街道、社区整改，
没有进一步的制约措施。

建议
专业运营 完善法规

市政协委员安波曾就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的运行做过专项调研。他认为，应当
加大社区基层综合服务设施的经费投入，
并对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实行社会化、专业
化运作，以解决社区资金、人力负担过重
和管理不专业等问题。

安波认为，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社区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经费、运行经费和文
体活动经费的投入，保障资金的稳定来
源；加强对公共文化专项资金的管理，严
格记录并核查落实资金的使用情况，保障
资金能够专款专用。另外，对于管理人员
不足的问题，相关部门应鼓励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实行社会化、专业化运作，搭建一
个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合作平台，择
优确定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运营单位，明
确运营的具体要求，进一步缓解财政压
力，从而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我市2015年出台的《规范》在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后期运营管理方面，缺乏标准
和处罚措施的相关规定，应当进一步完善。
上海在这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安波介绍，早在2013年，上海便出台了专门
面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立法——

《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细化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制定了项目清单、评估考核办法、投诉
处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文件。例如，对于
经费问题，《规定》明确，社区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经费、运行经费和社区公共文化活
动经费纳入区县、乡镇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市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区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建设规模、服
务项目、服务人口确定每年对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的财政投入数量，并不断加大对社
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投入。

对于后期监管问题，《规定》明确，挤
占、挪用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由文化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擅自拆除社区公共文化
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由文化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青岛也能
尽快实现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有法
可依。

■位于李沧区绿城蓝岸北区的
社区活动室大门紧闭。

■市北区新都心苑小区内的社区活动室堆满杂物。

▲野草从
栈道破损处长
出。

栈道护
栏已锈蚀破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