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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楼顶变身天空农场
开着紫色小花的茄子苗、刚破土萌芽

的红苋菜、躲在叶子下面的小草莓……走
进天空农场，满眼翠绿映入眼帘，十几种
瓜果蔬菜在种植箱里迸发出勃勃生机。

看着眼前这些长势良好的果蔬，桃苑
社区党委委员梁春谊介绍，3年前这片楼
顶还处于闲置状态，后来在东区街道的支
持下，打造了桃苑社区天空农场青少年劳
动实践教育基地，旨在通过田园游乐、农
耕体验、认知教育等，打造大型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
寓教于乐，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

为了管理好天空农场，桃苑社区聘请
了第三方运营管理，但每年经费开支对
于社区而言，是笔不小的支出。梁春谊坦
言，对于社区而言，长期聘请第三方运维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在天空农场系列活动
中，桃苑社区工作人员发现社区志愿者非
常积极热心，也愿意承担起天空农场的管
理事宜。

2022年 10月，以吴叔、阿凤为主的天
空农场首批常驻志愿者正式“上岗”。每周
一和周五上午，无论天气如何，志愿者们都会
按时前往天空农场劳作。

■一方菜园推动邻里和谐共治
在吴叔、阿凤首批常驻志愿者的带领

下，70多岁的莲姨、热心的琴姐等也陆续
加入志愿者行列，天空农场的志愿团队也
由最初 3人拓展到 5至 7人。平时，不少居
民也会主动前来施肥、浇水、送优质蔬菜
种子等。梁春谊表示，天空农场已经运营3
年了，是目前东区街道规模最大、坚持最
久的“共享菜园”。

“一周来两次，给蔬菜松土、施肥、浇
水。”拿着水管细心给蔬菜浇水的阿凤表
示，看着蔬菜从种子发芽到结果丰收，非
常有成就感。

琴姐告诉记者，天空农场种植的果蔬
成熟收获后，他们将新鲜蔬菜洗干净打
包，放置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让居民自助
领取。此外，社区还会以“上门送菜”的方
式，为空巢老人、困难群体送上新鲜的蔬
菜，让更多居民共享丰收的喜悦。在桃苑
社区居民群，居民称赞这些蔬菜是“一份
安心菜”“冒着热气的爱心菜”。

“天空农场不只是城市‘绿意’的一角，
更成为了邻里沟通交流、增进感情的大平
台，营造了和谐邻里氛围的同时，也开辟了
社区居民自治的新路径。”梁春谊说。

■分期改造持续扮靓老市场
当天下午近 3点，观察团一行抵达泰

安市场周边九曲河路段。
在九曲河路段入口处，新安装不久的

阻车栏有效实现了人车分流，增加了安全
性。入口道路一侧也增加了栏杆，栏杆外
是一个个黄色小方框，一辆辆电动车有序
停放着。“买菜人流量高峰期，这里都停得
满满当当。”石岐街道民权社区第一书记
方福才介绍，泰安市场周边的 8个出入口
都安装了阻车栏，他们同步在就近区域设
置了超300个停车位。

由于泰安市场及其周边商铺的生鲜
蔬菜物美价廉，在每天 7 时至 10 时高峰
期，吸引超 4000名群众前来买菜。石岐街
道计划在后期改造中再增加停车位数量，
尽力满足群众需求。

走访过程中，有来过九曲河路段买菜

的观察团成员发现，路上横流的污水消失
不见。“这条路上卖鸡、鸭、鱼和猪肉的商
铺不少，之前的道路有不少坑洼，通过一
二期的改造提升工程，我们对整个道路都
进行了硬底化，并且每个月至少安排一次
大清洗。”方福才说，除了“硬件”的更新
外，他们还推动城管、公安、市政公司、社
区等多部门合力开展高频次、高要求的日
常巡查，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管力度。

见到沿街商铺店主龙小菊时，她正和丈
夫在整理刚进货的新鲜蔬菜，准备下午售
卖。“我在这里开店5年了，这两年变化非常
大！不仅路修好了，绿化做起来了，关键是整
个环境越来越干净了。”龙小菊说，他们每家
商铺都严格落实“门前三包”。龙小菊的门店
前不仅干干净净，还有一条清晰的黄色标
线，所有的菜筐都摆放在了这条标线内。

一路走来，观察团成员、中山市市域

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亚辉发现，与
他上一次来相比，违建的窝棚大多已拆
除，不少老旧破损的墙面刷上了新漆，原
本杂乱的绿植被重新装点，还新建了不少
休闲空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改造之
后，这里依然为困难群体设置了流动摊贩
疏导点，在特定的时间允许他们摆放规整
售卖，特别有人情味。”陈亚辉说。

边走边介绍间，方福才向观察团成员
发放了一份九曲河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设
计方案，让大家对该区域文明建设情况有
更进一步了解。他介绍，目前该路段已完
成一、二期改造，接下来还将通过三、四、
五期工程继续优化景观设计、新增休闲空
间、全覆盖推进外立面改造等，实现“动静
结合”，持续扮靓周边环境。

■“微改造”令老市场周边环境焕新颜
延龄市场已开了30多年，承载着不少

中山人的记忆。相比于以往脏乱差的周边
环境，经过“微改造”的延龄市场发生了大
变化。

一走进通向延龄市场的小巷，观察团
成员就被通畅的道路环境、按规划位置有
序停放的非机动车以及一面面干净整洁
的黄色粉刷墙所吸引。“感觉好舒心哦！”
观察团成员、热心市民伍少娟发出赞叹。

“我们主要对周边破损的墙体进行了
修补和重新粉刷，对‘空中蜘蛛网’进行了
规整，对停车空间进行了重新规划，对背

街小巷的卫生黑点进行了全面清理。”石
岐街道湖滨社区书记罗曼斯介绍，得益于
每周都有志愿者过来引导，前来买菜的市
民群众基本都养成了良好的文明习惯。

“三线”问题一度成为困扰延龄市场
周边面貌的难点堵点。罗曼斯说，由于历
史原因，周边的单车房都不具备充电设
施，群众充电都是通过从家里拉线到车
库，不仅看上去像蜘蛛网，安全问题也十
分突出。对此，石岐街道利用“微改造”契
机，统一拉线至各个单车房，并用白色管
进行包装，看上去整洁有序。与此同时，其
他杂乱无章的“三线”也通过“三合一”整
改，让天际线变得干净。

“满分10分，我给9.5分。”居民赵艳嫦
说，她在附近住了 20多年，平时都在延龄
市场买菜。这两年，她感觉市场周边无论
是天际线，还是地面，都变得干净整洁且
有序。但她认为，市场环境变好了，来买菜
的每个人也要提高自己的文明素质，“大
家都不乱扔烟头、纸巾什么的，自觉维护
环境卫生，才能达到满分”。

农贸市场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菜
篮子”，更是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去
年，市文明办联动市市场监管局、各镇街
对 15个城区重点农贸市场进行市场周边

“微改造”，重点将周边的背街小巷环境卫
生、道路坑洼、三线乱拉等进行了整治提
升，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提升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中山市文明观察团走访石岐街道泰安市场和延龄市场发现

市民菜篮子拎出幸福感

楼顶“共享菜园”种出“邻里情”
东区街道桃苑社区天空农场运营3年，探索社区居民自治新路径

志愿者在天空农场打理蔬菜。 本报记者 刘万杰 摄

本报记者 陈雪琴 实习生 宋静

拿着剪刀修剪番茄植株底部枝条、拎着水管给蔬果浇水、细心拔除蔬

菜旁边的杂草……3月25日上午，中山市东区街道桃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楼顶的天空农场再次热闹起来，来自社区的志愿者忙上忙下，打理着一方

小菜园。

自从这片空地变成居民的天空农场之后，社区志愿者常常结伴在天空

农场松土、播种、施肥……这一方小小的菜园种植出来的果蔬，由社区统

筹免费送给社区居民。这一举动，不仅营造了温馨和谐的邻里氛围，也带

动了更多居民参与进来，推动社区基层自治。

“龙腾伶仃洋 文明新中山”中山市文明观察团（以下简称“观察团”）活

动已于3月15日正式启动。该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通过邀请和招募各行

各业市民作为文明城市观察员，深入我市切身感知文明城市建设成效，并

对文明建设工作建言献策。

依托中山深入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1+10”行动以来，不少农贸市场

周边环境发生了可喜变化，市民菜篮子拎出了幸福感。3月22日下午，观察团

走访石岐街道的泰安市场和延龄市场周边，感受“小窗口”里的“大文明”。

本报记者 江慎诺 通讯员 李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