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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设公共休闲椅看“绣花功夫”
□ 苏 纯

谨防健身房私教套路

趣图
说事

眼下，人们对身体健康、身材管理越来越重视，不少人选择去健身
房锻炼，有的还另外花钱请了私人健身教练，二三十节课动辄要好几千
元。不规范的私教收费也引来了很多纠纷，要么是教学质量不稳定、要
么是中途退费不容易。这既需要相关部门和健身俱乐部加强管理，出
台行业规范、把好准入关，也需要消费者擦亮眼睛，不要被花言巧语带
偏，尽量选择单次付费课程，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洪萍 文 / 罗琪 作）

这些“彩虹休闲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交媒介的作用。一方面，拆迁安置小区老邻居多，不少老年

人平时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有的甚至是空巢老人，他们有与人交流沟通的情感需求。“彩虹休闲椅”给他

们提供了新的社交平台，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多了一处宣传开展社区工作的基层治理“微阵地”，居

民坐一坐，聊一聊，让各种社区小矛盾在休憩闲聊中及时发现消解，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放大了城

市精细化管理的几何效应。

新闻回放：在成都市青羊区
清百西二路附近的清源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居民不仅可以办理社
保、交管等公共服务事项，也可以
喝茶、吃饭、看书、刺绣，还可以选
择早教、理疗等一系列商业服务
项目。这样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打破了人们的传统印象，它更像
是一个“大卖场”。通过社区服务
与商业互嵌的模式，不仅让群众
获方便、得实惠，也为社区带来了
收益。同样具有高人气的还有清
波社区的公共服务。并且，后者
更多地将其搬到了网上，打造出

“线上公共服务平台”。
（据《成都日报》）

快评：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
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
家园。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人民群众切身的生活体验。发
挥好社区的为民服务功能，进一
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成都市青羊区清源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把同居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有机
结合，既能为居民提供更广泛的
服务，又能为社区运转提供一点
收益补充，助力社区走上一条可
持续发展之路。

在锡城，社区治理创新正在
稳步推进。成立社区党建共同
体，居民认领微花园、微菜地，共
享装修围挡等都为当地居民带来
了新的惊喜和幸福体验。社区的
人口、位置、环境等既有相似之
处，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社区
治理创新就是要在解决共性问题
基础上不断解决个性问题，寻求
最贴合社区发展的治理模式。而
这一过程，落脚点在“为民”。凡
是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都应该
是社区治理过程中要想方设法实
现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区创新举
措也才能得到更广泛的群众支
持。

（王皖杰）

社区治理创新
落脚点在“为民”

旅途中，什么样的风景最能带给你一份突如
其来的小欢喜？自然是一头撞进一个有趣的隐
秘角落，打个卡，来组自拍。这样的角落或许就
是老城一隅的一口古井、一间小屋、一块小碑，尤
其是在文脉深厚的北京、南京等地，行走老城、打
卡古都，越来越成为深受游客欢迎的旅行方式，
轻松惬意又充满意趣，一不小心还能带火你的朋
友圈。

无锡老城底蕴较深，以商业游和历史文化遗
产游为主，其中，东林书院、薛福成故居等皆是有
院有墙、形态完整的文化景点，小娄巷、崇安寺则
属于开放式文化景区，还有运河环绕四周，具备利
用这些景观打造完整老城游的基础条件。那么用
什么方法把这些景观连珠成串呢？这一直是个老
大难问题。笔者建议，在打卡游和私密游兴旺的
今天，完全可以利用好城市“隐秘的角落”，打造一
批记录已消失历史文化景观的文化微地标，通过
这些小打卡点将老城景观串联起来，藉此形成全
国独一无二的特色老城风情游。

如崇安寺的四面牌坊、小娄巷的专诸塔、市

中心的金匮山等，都是无锡历史上知名的文化地
标，如今早已消失无踪。不妨找到这些古迹原所
在点位，在附近背街小巷、名胜墙角、街角河边等
较隐蔽地点，规划一块小小角落，建造或利用原
有建筑、绿地，改造一批微建筑（如小亭、小碑、小
雕塑等）、微游园、微景观，种上一两棵风格匹配
的小植物点缀其间，再通过收集老照片、古画、雕
刻等，将消失的历史景观和相关人物故事印制、
手绘或雕刻在微地标某处，再现古迹原有形象，
形成一批文化微地标。还可以制作一些小视频、
小音频，植入灵锡等APP，让游客扫一扫景观上
的二维码，享受一场视觉、听觉的微旅游。特别
是像鱼腥巷、留芳声巷、锦树里等名字好听又有
一定景观基础的巷陌，尤其适合打造这样的景
点。

同时，还要注重拓展文化微地标的周边。利
用手机软件和公众号提升其影响力，提供不完全
信息，让市民游客在搜寻打卡中获得乐趣，并制
作一批相关的文创产品、钥匙扣、冰箱贴、交通卡
等，让大家在完成一定打卡任务后即可优惠兑

换。比如，可以打造54个微景观，凑成一副扑克
牌，印上所有景观的旧影，全部完成打卡的游客
可通过APP兑换此牌。此外，还可以利用微地
标组织城市定向拓展、亲子探寻古迹等活动，把
老城无人问津的隐秘角落打造成一个个网红打
卡点，花小钱办大事，不仅可以提升老街老巷人
气，甚至可以让城市景观、微地标、网红小店形成
一组组人气三角，带热老城商业氛围。

目前来看，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微地标还很
少，如能落地可以成为城市新的特色景观，收到
比花大价钱重建古迹更好的游览体验，真正实现
景点的点线相连，构成无锡老城活态文化地图，
让游客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体验感，被微地标牵着
鼻子走，前往不在计划中的旅游目的地。如再全
面拓展到老北塘、南长一带，一群成规模的微地
标可以把游客多留几天，从而通过这种既新颖又
古老的方式，让老城一个个隐秘角落变成一道道
靓丽风景，真正实现无锡老城区全域的体验式沉
浸式游览，让老城焕发青春。

（作者单位：滨湖区委办公室）

用文化微地标串起老城“隐秘的角落”
□ 王 辉

每到儿童节，家长们都要为
孩子准备礼物。该给孩子什么样
的礼物？除了儿童玩具、衣物等
物质用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应
该是教育与引导。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一家社
区请来老党员陪伴孩子们迎接儿
童节。老党员用特色宣讲的形式
讲述为何要珍惜粮食，孩子们也
整齐背诵了诗句：“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在一讲述一背诵中，惜
粮爱粮的种子也植在了孩子们心
中。

与物质礼物的馈赠相比，教
育无疑是使下一代受益一生的

“佳礼”。学校、社区可以通过讲
故事、绘画比赛等活动，帮助下一

代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人
生观，让他们不盲目追逐，不攀比
富贵。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教
育孩子珍惜粮食，改正孩子偏食
挑食的坏习惯，真正领会“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意义，督促孩
子做到光盘行动，节约资源。平
日践行环保，带领孩子绿色出行，
提倡资源再回收再利用，从自我
做起，从身边做起，实行好垃圾分
类，呵护美丽家园。注重对孩子
的家风家教教育，教育孩子孝顺
老人、尊重长辈，用正能量的教育
引导代替盲目追星和攀比，让孩
子知感恩懂珍惜，向善向上，让他
们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金匮街道五星家
园第二社区居委会）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教育与引导

□ 余玉洁

@黄华（教育管理者）：
“五一”假期在成都待了几天，觉得那里

的城市中心做得挺好的，春熙路步行街和远
洋太古里两个区域成为成都城市中心的名
片。个人觉得，无锡崇安寺和钱锺书、薛福
成、顾毓琇故居也可以这样做成两个片区。
因为一整片步行街太大，游人走走累的，而且
还有恒隆大厦、百盛和八佰伴商贸中心一块，
这样还可以保留中山路。人民路往东到百盛
那里可以做成环岛，使小娄巷和老图书馆连
成片，做环岛能便于出租车、网约车到站点接
游客。

@吴芳（企业管理者）：
崇安寺钟楼的功能，希望可以成为留住

参观者脚步达半小时的陈列馆，百年无锡的
一些历史人文风貌的图文、资料应该有，国外
一些城市市中心老楼遗存，往往有名人串起
的老物件、老文字甚至老书信，让人驻足。

留住散落在繁华商业区旁的小巷风情，
锡城几条优美的小巷可以考虑再加以点缀。
南市桥巷一头连着中山路南端，另一端与勤
学路相接，相接处有钱松喦故居，南市桥巷的
理想氛围是烟火气与江南书画相融的一条
街，而勤学路幽深绵长，在这样的蜿蜒小巷中
走过，更像是走在戴望舒诗中的雨巷，这样的
小巷是不是再赋予它一些水灵、优美的墙
垣？比如，小巷中除了有几处人家、一些商
铺，更有散落在小巷里的一二间敞开的小室，
墙上有江南的画、江南的诗、老无锡的典故、
小巷百姓的陈年趣事、小巷一路走来的历
史。行走在这样的小巷里，更能够让人感受
一些江南文化的气息。

各方热议

今年2月，无锡的天还是乍暖还寒的时
节，位于运河之中的黄埠墩突然冒出河床，使
得平时只能远观的神秘之地成了可以近身的
赏玩之处，一时间吸引了无数闻风而动的市
民，最后考虑到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不得不
出动城管、警察拉出一道道警戒线才得以平
复。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中心，大
隐隐于市的梁溪“宝藏”又何止崇安寺的大自
鸣钟和几处已经被世人耳熟能详的名人故
居，更多的历史“典藏”，就像星星一样，散落
在这座老城厢的角角落落。

白手起家建一座新城很容易，但要在老
城这个道场里做出新的文章，与其说是难在
建设，不如说是难在选择。这是一个需要权
衡决策的问题，作为市民能建议的就是，老城
就让其“老”，越老越有味道，越老越有别于它
城。

留住“老建筑”。这里的老房子应该包含
两层意思：有建筑上的审美意义，有文化上的
历史价值。古镇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拆
了建的古镇只是名义上的古镇。都说建筑是
凝固的历史，澳门一块大三巴牌坊可以吸引
全世界的游客。建筑没有了，历史也就随之
消失于无形。在一拨又一拨的旧城改造中，
无锡很多有历史见证意义的建筑消失了，但
愿现在还存在的“老建筑”，能有一座保留一
座。笔者数次路过绿塔路万寿里，那里已经
在征迁中，其中有一幢“七间头”，一看就是鹤

立鸡群的范儿，但是在荒芜之中越来越破败
的样子很让人心痛。这类有故事有价值的建
筑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加叠而更加珍贵，是无
锡这个城市值得珍惜的宝物。

复兴“老字号”。老城区积累了很多的
老字号。有历史较久的字号，比如三凤桥、
王兴记、忆秦园、拱北楼、皇庭小吃等，加上
也有拥有了几十年历史的穆桂英等后起之
秀，都是老城的文化遗产，是可流动的无锡
文化。梁溪区政府可以在复兴“老字号”上
实施更多积极的政策，通过保护、扶持、挖
掘、培育等，让更多的老字号旗舰店留在老
城区，焕发新生命。

加持“老街巷”。有个性才有特色。梁溪
区如果要与新城区“别苗头”，就是一件吃力
不讨好的事情，而老街巷就是梁溪独有的历
史馈赠。现在有一些名义上保留、实际上全
新的老巷子，已与历史原貌相去甚远，尤其是
那种旧巷的味道荡然无存，身在其中感受不
到历史深处的回声。在这一点上，老外有很
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法国巴黎有一些巷
子，非常狭小，但是这就是巷子原来的走向和
样子，临街房子的内部考虑到现代生活的需
要，户主想怎么改都可以，但临街的一面墙除
了加固需要外不允许改变其历史样貌。国内
热门的厦门鼓浪屿、广州沙面，也都是成功的
例子。希望老城更新能慎而又慎，把已经为
数不多的一些老巷子留下来。

（作者单位：无锡市人社局）

老城就让其“老”
越老越有味道

□ 邢瑞莱

当前我市多个板块正在开展老旧社区改造、环
境整治，这是关系到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如何把
钱花到刀刃上，切实解难题解民忧，是衡量社区改造
工作成效的一把标尺。惠山区新惠苑小区近期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在辖区主干道、广场、居民纳凉处等
公共区域增设“彩虹休闲椅”，解决了拆迁安置老新
村居民多年来公共休闲休憩设施缺乏的难题，给居
民做了一件好事。

老新村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小区硬件设施配备
不足等问题，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
求。而且不少老新村居民是相识多年的老邻里，是
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一些公共休闲设施的需求就更
迫切。比如休闲椅问题在新建商品房小区几乎不存
在，对忙碌的年轻人来说也算不上是大问题。小区
没椅子，就家里待；社区有事，微信群交流。但老小
区有特殊的生活氛围，老年人有自己习惯了的起居
方式，更渴望身边有公共休憩场所，更期盼有串联传
统邻里关系的平台。实际上，包括休闲椅在内的老
小区各类公共设施是否设置完善、使用良好，不仅体
现着城市文明的微细节，也反映出城市管理的真水
平，因此这次新惠苑小区在公共场地增设休闲椅，是

因地制宜，针对居民需求而提出的现实解决方案,体
现的正是从大处着眼、在小处着手的“绣花功夫”。

“绣花功夫”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往一些老
旧社区居民经常把搬家丢弃的旧沙发、旧椅子留下
来摆放在楼道口等公共区域，有的甚至摆在绿化带
内，由于这些椅子几乎都“缺胳膊少腿”，既不美观又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小区内因地制宜增设
公共座椅，在解决居民休闲“刚需”的同时，还顺便从
源头解决了老旧小区乱堆放的环境脏乱问题，小区
容貌、景观为之有明显改观。这些“彩虹休闲椅”还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交媒介的作用。一方面，拆
迁安置小区老邻居多，不少老年人平时不和子女生
活在一起，有的甚至是空巢老人，他们有与人交流沟
通的情感需求。“彩虹休闲椅”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社
交平台，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多了一处宣传开
展社区工作的基层治理“微阵地”，居民坐一坐，聊一
聊，让各种社区小矛盾在休憩闲聊中及时发现消解，
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放大了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几何效应。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用心用情用
力、久久为功。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严格的管

理执法是必要的，但要坚持常态长效，树立惠民利民
的理念，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无疑是基础，最重要的
是，建后的日常管养维护必须要跟上。从这点看，目
前设置“彩虹休闲椅”，展现出好效果，只是“绣花走
线”的第一步，如何在日常使用维护中做到“像绣花
一样精细”，还需好好下一番不断“磨针引线”的长期
功夫。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花开而知天下春。给老
新村增设“彩虹休闲椅”就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
具体而微的例子，面对城市管理中的治理难题，我们
期盼更多地方、更多部门拿出更多“绣花功夫”，标本
兼治、精准施策，让城市环境更宜居、社会更和谐、人
心更舒畅。

（作者单位：无锡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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