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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1日，由中山纪念图书馆主

办的“中山市香山书房”微信公众号正式

上线。两个多月来，该微信公众号以功能

覆盖全、优质内容多以及更新频次高等特

点，深受广大市民好评。

接下来，该微信公众号还将继续完善

功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多样的线上线

下服务；同时，利用书房深度扎根群众的

优势，在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优化

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黏合作用，用阅

读微光映照社会文明。

本报记者 谭桂华

■助力市民享受“书式”生活
打开“中山市香山书房”微信公众号，

点击“导览”可见全市106家香山书房的位
置分布，如需前往，系统可以提供导航服
务。“在工作间隙，我可以打开地图，就近
寻找一家香山书房临时办公、阅读小憩甚
至约见朋友。”常常需要移动办公的市民
李女士表示。

事实上，作为一个集阅读、文化活动
和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平台，该微信公众号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服
务，可以“一站式”解决图书借阅、证件办
理、活动参与等问题，还可以即时获取各
种阅读推荐和文化资讯。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106家香山书
房总藏书量已超 50万册。过去一年，香山
书房读者达 284万人次，借阅书籍数量约
67万册次。中山纪念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接下来，“中山市香山书房”微信

公众号将紧密围绕香山书房规划发展，如
线上线下同步推出文创作品、挖掘香山文
化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加强深中文化交
流合作等，让香山书房拥有更为长久的生
命力。“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关注‘中山市香
山书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了解相关
资讯和服务。”该负责人表示。

■助力打造“书房+”运营模式
据记者了解，全市香山书房有近 40%

设在村居公共活动场所附近，30%设在公
园、景区、商圈附近，30%设在住宅小区和
学校内。2023 年全市各香山书房共举办
1300多场文化活动，涵盖音乐读书会、名
家分享会、亲子绘本剧场等多个系列，超
过8万人次参与其中。可以说，香山书房已
不仅仅是市民的阅读好去处，更是群众文

化休闲新地标，既有浓郁文化氛围，又有
地道生活气息。

在实际运营中，不少香山书房实现了
功能外延，为市民休闲消费、社区活动开
展甚至学生课后托管提供了空间和服务
上的便利，有些书房还与各领域、各部门
建立了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多元
公共文化服务和精细化基层治理的一道
桥梁。

中山纪念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山市香山书房”微信公众号也将全面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助力打造“书房+”运营模式，特别是发动
全市志愿者队伍等，广泛动员有实力、有
情怀的社会力量参与香山书房建设管理，
共同擦亮中山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闪亮名片。

助力市民享受“书式”生活
因资讯丰富、功能齐全，“中山市香山书房”微信公众号上线两月余广受市民好评

■老旧小区大变身，“议事厅”里传笑声
每到周末，东区街道松苑横街的“近

邻议事厅”就变得格外热闹，这个在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中新打造的邻里议事厅，成
为竹苑社区居民商量邻里间大小事情的

“根据地”。从门口经过，便能听到厅内时
时传出的笑声和居民郑重发表意见的谈
话声。

从大家热烈讨论的“近邻议事厅”出
来，可以看到旁边是一间“社区缝纫店”。
志愿者小徐正麻利地踩着缝纫机，一件
开线的衬衣一会儿工夫就缝补完成。缝
纫店旁边是“共享工具屋”，工具柜旁边
还摆放了一个自助借书柜，居民通过手
机就可以完成借书还书，社区还会不定
期更新书籍。

环绕整个小区参观可以发现，松苑横
街小区在多排居民楼中间的空地设置了
风雨连廊，通过风雨连廊为居民提供多样
公共空间和休憩空间；连廊之外则配套了
中心广场、儿童游乐设施、老人健身设施
和绿地小品，保证居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以前杂乱的天线电线不见了踪影，取而代
之的则是通信和电视线下地，地面上的电
线整齐排列，部分进入管道，配以干净如
新的楼栋外立面，小区空中面貌也变得整
洁有序。

小区拐角处，一间小小的咖啡店更让
这个年龄见长的社区时尚了不少，袅袅咖
啡香平添几分烟火气。在一条通道边，一
个可自助回收废品的环保回收站既能帮
居民增加收入，又减少了在楼道存放废品
带来的安全隐患。

从前开放式的小区，停车问题最让住

户“头疼”，改造后的松苑横街小区启用智
慧停车设施，并通过合理规划增加汽车停
车位，增设汽车充电桩，解决了住户停车

“难题”。小区去年底前还完成了天然气管
道的铺装，很多住户已经用上了安全节能
的管道天然气。

去年下半年动工，经过数个月改造，
松苑横街小区一改以往绿化残破、设施老
旧、活动空间不足的面貌，通过建筑修缮、
环境提升、设施改造，为居民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生活新空间，通过城市“微更新”换
来居民“大幸福”。“小区大变样，道路、照
明、绿化都变得特别好，生活便利好多。”
竹苑社区居民廖梦慈开心地表示。

■打通难点痛点，改变“脏乱差”旧貌
老旧小区改造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中山民生实事项目，中山
2023年初定下目标，全年“动工改造老旧
小区不少于 100个，完工不少于 30个”，当
年底全市共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134个、完
工 30个，涉及 2800幢居民楼、4.8万户居
民，新纳入改造小区项目储备达300个，超
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被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评为 2023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突出市。今年两会期间，中山再定
下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目标为“新开工不
少于 50个小区，完工不少于 50个小区”，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我
市老旧小区改造主要以“基础类”改造为
主，优先解决群众安全和基础生活需求
的问题，做到应改尽改，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急迫的环境卫生、消防安全、雨污
分流、三线整治、停车难、公共设施、公共
休闲空间等问题进行改造，达到“小区环
境更美，群众的居住条件更加干净整洁、
舒适宜居”目标。“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
中，我们坚持‘统筹谋划、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多方参与’的原则，如将老旧小区
改造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相融合，解决
老旧小区‘脏乱差’问题。”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举例表示，在东区夏洋小区、石岐
延龄市场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中，通过

“多网合一”整治三线试点工作，彻底解决
了老旧小区“空中蜘蛛网”，进一步提升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了解到，中山在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中多措并举，解决了众多难点痛
点。除出台“必选文件”如实施方案、行政

审批改革、资金管理办法等，我市还推出
技术导则、设计方案编写大纲、专项资金
使用常见问题指引、中山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指引、长效管理要求等务实的文件，极
大提高了前期工作效率。其中优化项目行
政审批，中山审批时间由原来的39个工作
日压缩至 18个工作日内，优于周边城市，
位于全省前列。

去年年中，中山推出电梯加装新规，
破解电梯加装“一票否决”痛点。原加装电
梯需全体业主同意方可申请，现按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在同意表决达一定比例后，
可进行申请加装电梯流程。不少小区停滞
多时的电梯加装工程得以继续推进，部分
老年居民时隔多年，终于可以轻松走出家
门，得到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同时，为做好老旧小区改造的“建管
并重、长效管理”，中山还谋划对参与改造
的老旧小区项目建立长效管理模式。根据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统计，目前全市预计施
行EPC+O模式（设计、采购、施工及运营
一体化的总承包模式）的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有57个，引入或优化物业管理的项目54
个，街道国企承接及社区兜底业主自治的
项目有79个。

老旧小区“逆生长”带来民生“小确幸”

策划：江慎诺 徐钧钻
采写：本报记者 李红 通讯员 卢岚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生活质量步

步高升，而二三十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却

呈现出与中山整个城市发展不相协调的杂

乱面貌。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加大民生投

入力度，去年以来，中山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加速推进，许多居民已亲眼见证自己的家

园正在旧貌换新颜。据统计，中山2023年

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34个，完工30

个，涉及 2800幢居民楼、4.8万户居民。

2024年中山老旧小区改造再定新目标，

“新开工不少于50个小区，完工不少于50

个小区”。通过居所升级，中山居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大提升。

东区街道松苑横街小区风雨连廊。（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中山2023年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34个，完工30个，涉及2800幢居民楼、4.8万户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