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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园。”漫步
在丽水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能遇
见独具匠心的“口袋公园”。在这里，
有用摄影元素点缀街角生活空间的万
象花园，有围绕垃圾分类主题设置科
普互动功能的环保科普园，还有以蕨
类植物为主角还原山林深处景观的探
秘园……这些颜值与实用兼具、野趣
与人文共生的公共活动空间，正在与
我们的城市深度融合。

把公园装进“口袋”，将风景融入
街区，需要顺势而为的设计、与时俱进
的改造、独具匠心的建设。随着城区
建设越来越密集，能单一用作绿化的
土地越来越少，丽水充分利用城市的

“边角余料”、零星空地，融合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符号，在近年来连续建设
“口袋公园”，不仅拓展了城市绿色空
间，更满足了市民的休闲健身和娱乐
需求。

数量的增多固然令人欣喜，但要
真正打造展现城市气质与精神的重要

“窗口”，持续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优质
服务，不仅要建设好，后期更要管理
好。人流量大易产生生活垃圾、设施
老旧易形成安全隐患、绿化管护缺位
影响观感……任意一项都考验着城市
管理的处理和调度能力，也是我们必
须直面的治理课题。

事实上，口袋公园虽小，但“五脏”
俱全，绝不能因为“口袋公园”面积小、
分布散、功能简单等因素，忽视设施配

备、安全防护、场地卫生等管理细节，
影响居民体验感，让其沦为城市中的
消极空间。口袋公园建设越是火热，
管理就越不能缺位，功能可以简单，品
质不能含糊。这需要治理者从源头上
规避“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误区，为
园区管护制度保驾护航，也需要全社
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避免造成不适
配、没人管、使用率低等一系列后期

“阵痛”问题。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无论是哪

种管理方式，考验的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水平。治理者要仔细考量、详尽
部署，积极进行有益探索。比如，聘请
周边居民担任公园“园长”“监督员”，
让更多公园的受益者、共享者，成为服

务和守护公园的参与者、贡献者；鼓励
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充分
发挥市场作用，解决管护难题；组建党
员志愿服务队伍，将党员活动与园区
巡查监督相结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此外，还要注重管理手段的升
级，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升级园
区管理设施，实现更高效能管理。

小小方寸间，满满幸福感。让口
袋公园真正点亮城市微空间，让人们
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不但在建设上
要费思量，更需做好管理这篇大文章，
期待有更多匠心打造、精心管理、持久
保鲜的“口袋公园”，让民众在“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的城市空间中感受生活
况味。

建设好更要精心管理好
吴翼舟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加
快，“出门即入园”式的“口袋公园”成
为了丽水市民共享美好生活的新去
处。一个个“社区园林”“城中之院”，
如城市绿洲点落在丽水的街角巷隅。

城市绿化是城市改造升级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口袋公园”则是城
市绿化的升级版，这是为了更好地回
应民情民意。透过“口袋公园”，人们
不仅能看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新展
望，也能回望这片故土所承载的历史
记忆。一方面，老百姓需要一个干净
整洁且就在身边的休闲娱乐场所，以
满足邻里交往、亲子活动、锻炼健身的

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过去的绿
化改造，许多只是停留在表面，但人们
更需要一个有主题、有故事、有温度的
公共空间来寄托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
情。

2021 年，丽水在城市“体检”中发
现，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社区体
育设施覆盖率偏低等问题。为解决好
这些问题，真切回应群众期盼，街头绿
地、“口袋公园”等城市“微改造”行动
应运而生，丽水全市上下的边角“留
白”区都被合理利用起来，城市存量空
间被盘活，楼与楼间的文化生活共享
桥梁也逐渐搭建了起来。并且在“微

改造”过程中，各个城市的人文温度也
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融合。比如，丽水
中心街区一些地方通过乡愁物件重整
建园，青田鹤城的一些地方以童趣为
主题盘活闲置用地、拓展休闲乐园，龙
泉华楼街围绕老樟树扩建“园林部
落”、建起了城中院落，这些独具匠心
的“口袋公园”也成了丽水展示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最“接地气”的窗口，不仅
进一步升级了城市品质，更让人们在
方寸之地尽享城市温情。

打造好、发展好这些“口袋公园”，
也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这就不仅需要提升其中的硬件

基础设施，“见缝插绿”、刷新“颜值”，还
需要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吸收、容纳
进去，更新其文化内涵，形成特色化区
块。例如庆元的菇乡文化园，就是一个
特别的“口袋公园”，它以集中展示菇神
吴三公、剁花法、香菇功夫、二都戏等香
菇文化为切入点，让人们能在享受休闲
生活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地区文化，使其
变得更生动、更有历史感。

其实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在丽水
还有很多，相信未来只会更多，因为在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这条道路上，丽水
不会停止它的步伐，家门口的“诗和远
方”就是最好的见证。

用匠心打造“口袋公园”
王茜茜

近年来，我市一个个精致的“口
袋公园”为城市带来了新的美好，让
市民健身锻炼、亲近自然有了好去
处，还成了市民身边的“诗和远方”。

“口袋公园”是丰富城市绿化的
重要方式。这些“口袋公园”，面积不
大，但绿化不错，胜在星罗棋布、绿意
盎然，它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
求，在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中勾勒出
了一片片休憩的空间。出门见景、推
窗见绿，设计精美，布局巧妙，形式多
样、环境友好，在方寸之间延展绿意，
让“转角遇见美”的诗意生活成为现

实。苍翠欲滴的树木、红黄相间的绿
道，一步一景让人赏心悦目，一花一
草令人心旷神怡。

“口袋公园”能塑造更加健康、丰
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街角的绿地
景观，到高楼大厦间的小花园，再到
健身区域，就近布局、简约时尚的开
放性空间，集休闲、娱乐、健身等功能
于一体，让城市变得更加绿色、宜居，
为人们在家门口拥抱“诗和远方”提
供了更多可能，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
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塑造丰富多彩
的生活方式。此外，“口袋公园”还满

足了市民对慢生活的需求。现代社
会节奏飞快，“口袋公园”如同心灵的

“港湾”、生机盎然的“休憩场”，能让
市民停下脚步，享受慢节奏的生活品
质。

当然，建设“口袋公园”时，可以
加强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实现城园相
融、人城和谐。丽水市文化底蕴深
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中
地方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处州乱弹、
松阳高腔、畲族民歌等民俗文化雅俗
共赏，喜闻乐见。如果能在“口袋公

园”建设中融入这些充满魅力的地方
民俗文化特色，将会给每个“口袋公
园”增添“精气神”，成为一道靓丽风
景，这对于传承丽水地方优秀文化，
提升城市品质，提高地方文化品牌价
值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口袋公园”为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拓展了绿色健康的生态空间，为寸土
寸金的城市增添了美丽色彩。事实证
明，只要我们在民生上多想奇招，为群
众多办实事，这样必将使人们的生活
美起来，城市生活品质好起来。

“口袋公园”盛满居民幸福生活
黄晓露

编者按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2022年全国将建设不少于1000个

城市“口袋公园”。近年来，我市许多边角“零碎地”通过留白增绿、见缝插绿等方式，打造出一个个紧凑而多样的城市“口袋

公园”，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锻炼的好去处，还成为了市民身边的“诗和远方”。今年，我市实施街头绿地、“口袋公园”等

城市“微改造”行动入选浙江省城市体检成果应用优秀案例，“口袋公园”不仅扮靓了城市“面子”，也满足了更多市民“出门

见园、开窗见绿”的愿望。

近日，市民赵波反映，其正在
上初二的儿子近期一直在打网络
游戏，每天玩数个小时不停手，而
防沉迷系统根本防不住。“我原先
以为现在游戏对未成年人有了时
长限制，现在才知道孩子通过租

一个成年人的账号，就可以想玩多久玩多久。”赵波
吐露出原因所在。

早在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推行网络游戏实
名制并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长。2021 年 8 月，国家
新闻出版署出台“防沉迷最严新规”，要求所有网络
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 小时服务。然而，现
在仍有一些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的租号等途径绕
过防沉迷系统，从而实现无限制玩网游，游戏账号租
售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据媒体报道，有些游戏租号的商家用“无时间限
制”“想玩多久玩多久”等广告语吸引未成年人。不同
的账号根据英雄数量、皮肤数量以及段位的不同而租
价不同，便宜的1个小时1元左右，高端的1小时在5
元至10元之间。业内人士认为，现有的游戏仅在注册
的时候需要实名认证，登录游戏的时候则并不需要，
这让租号平台根据这个特点绕开了防沉迷系统，其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换言之，游戏账号租售成
为了“防沉迷漏洞”。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笔
者认为，堵住“防沉迷漏洞”，需要多方合力共治。首
先，要让防沉迷系统真正发挥作用。目前，腾讯、网易
等游戏企业已开始针对疑似租号行为，升级人脸识别
策略：假如同一账号在多设备频繁使用，将会触发人脸
识别验证，以此降低第三方平台租号的利用率。有专
家建议，未来游戏厂商应将生物认证和账号认证二者
结合，加强登录时的生物识别和对比验证，有效防范冒
用他人账号的行为。

其次，要加大对网络黑灰产链治理。今年7月，中
央网信办启动了为期 2 个月的“清朗·2022 年暑期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包括查处向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问题。鉴于游戏账号
租售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相关部门应升级监管手
段，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持续保
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露头就打。网络交易平台也应
加大对商家租售账号行为的管理，切实履行好保护未
成年人的责任与义务。

同时，学校、家庭等各方也应携起手来，为孩子们
撑起网络环境“保护伞”。学校要用系统的网络素养
教育提升学生的识别判断力，使其在心理上增强防沉
迷的警觉性。家长尤须承担起对孩子的教育和监护
职责，对自己身份信息和家庭财产安全尽到充分的注
意义务，并通过协商、引导、订立规矩，让孩子在上网
过程中形成自制力。还应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一
起阅读、运动、旅行，用健康的方式替代网游，让孩子
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快乐。

别让游戏账号租售
成为“防沉迷漏洞”

付彪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传统文化的珍贵记
忆，近段时间，我市各
地学校纷纷开展非遗
文化进校园活动，邀请

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给学生讲授非遗文化相关知识、
开展节目表演、体验表演技艺等，让学生们零距离体
验非遗技艺，感受非遗魅力，传承非遗文化。

让非遗文化进校园应该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学校立足地方特色，纷纷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广大青少年在日常的传统学习
外，见识到了不少地方文化特色，既增进了对传统文
化的了解和认同感，也让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得到了
很大的普及，可谓是一举多得。

非遗文化进校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
传统观念中，学校唯一要干的事情就是把书本上的
知识讲好，让学生考出个好成绩，其余的花里胡哨活
动尽量少开展。也因为如此，学生的脑海里除了课
本上的知识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对于本土的风情
文化知之甚少，乃至出现一问三不知的情况。殊不
知，对于孩子来说，课本上的内容只是知识的一部分
而已，课本外的知识也极为重要，至少在丰富孩子的
认知、扩展孩子的视野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眼下，非遗进校园比较集中于城里的学校，乡下
的一些学校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乡下校园更需要
传统非遗的普及。城里的孩子往往能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本土的非遗文化，如互联网、县城的各类文化活
动和文化展览等等，特别是文化展览这一块，到了周
末，城里的孩子只要出个门便能踏进文化的“圈子”，
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作为乡下孩子，却没有这
么容易了。因此，非遗文化进校园，乡村学校应该要
被重点关注。除此之外，在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中，
还可以关注孩子的反应，比如一些孩子特别喜欢非
遗文化，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又非常强，也可以考虑
以培养非遗传承人才的角度来关注孩子的成长。

非遗文化进校园
让学生触摸到传统文化魅力

郑委

“口袋公园”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党报圆桌会

态 度 决 定 行 动 ，姿 态 印 证 状 态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
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这些重要论述
既为党员干部抓好作风建设提供基本遵
循，更为党员干部保持“扑下身子”干实
事的精神状态提出具体要求。调查研究
是谋事之基、成事之本，扎根基层、脚踩
大地、人到心到，才能真正找准问题、摸
透实情、把握本质，方能为决策参考、政
策出台、制定路线提供科学依据。所以
说，“扑下身子”是干事创业的“技能”和

“标配”，党员干部必须审慎对待、善于
尝试、久久坚持。

“扑下身子”就是党员干部的风格

和政治本色。为民办事、扎实干事、履
职尽责，要的就是感恩之心、谦卑之态、
虔诚之怀。个别党员干部爱端着、摆架
子、耍官威，漠视群众利益、不走群众路
线，正是缺乏群众感情、缺少担当作为，
大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遑论“扑下
身子”干实事。能否“扑下身子”首先就
得从党性修养上进行校正，以政治信仰
筑基、以理想价值滋养，方能真正让党
员干部摆正姿态、树牢正确观念、践行
为民宗旨。

为之则易，不为则难。现实工作中，
往往知易行难，越是基层，群众诉求越
多、矛盾越杂、麻烦越繁，为群众办事脚
踏实地、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盼所愿，
对症下药、精准开方、综合施策等办法和

举措，也是党员干部办事的基本操作。
但是，为何个别党员干部“明知可为而不
为”，正因缺乏担当、不敢作为、畏惧困
难，所以“知难而退”、甚至“不敢挑担”，
患上了“软骨病”、得了“松垮症”。因此，
还得从加强干部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上
下点功夫，提高干部干大事抓难事的本
领和胆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群众之
事往往是芝麻绿豆、家长里短等小事细
节，这些正考验党员干部耐心、品行和情
怀。个别党员干部无视群众利益，看起
来是不愿做小事，实则是对群众没感情，
所以不肯、不愿“扑下身子”，认为丢面
子、作用小、无建树。因此，党员干部能
否扑下身子办小事、抓小处，见证的是为

民情怀、初心纯色、作风纯度。同理，那
些敢于为群众小事坐不住、等不起的人，
正是愿意扎根基层、躬身力行、勤勉笃定
的人，把群众高高举起、把使命牢牢履
行。

一“实”天下无难事。“扑下身子”干
实事，“扑”是态度和作风，“实”是标准和
目的，个别党员干部把“扑下身子”当做
作秀和过场，比如调研大搞经典路线、蜻
蜓点水等，不仅难以摸透实情、办好实
事，更有损党员干部良好形象，也给基层
地方造成无谓压力。所以说，“扑下身
子”干实事必须把办实扎实作为导向，切
实以踏踏实实的付出赢得实实在在的收
获，用心用情用力“扑下身子”，真真正正
干成实事。

“扑下身子”干实事
段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