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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江苏省苏州市推动超大社区拆分，优

化社区规模，明年底前，苏州计划对常住人口 2 万至 3 万

人的超大社区进行拆分优化，同时对 1.5 万人以上超大

社区逐步进行拆分优化。根据规划，最终苏州所有社区

规模将控制在 1万人以下。

事实上，苏州市面临的超大社区现象，在全国许多

城市都有出现。原因是，城市社区多以道路为边界，以

既有的居住小区为基础，而在城市化过程中，道路边界

内的楼“变高了”“变密了”，人口增加了，社区规模也随

之增大。

社区规模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社区

规模过大，服务管理能力容易跟不上，居民享受到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服务可能会“摊薄”，这一方面会对居民的社

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精细化管理。

社区规模太小，一方面社区资源有限，许多工作难以形成

合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

务成本。

那么，社区规模多大是合适的？目前来看，各地给出

的答案不一，但大体规模差不多，苏州市希望将社区规模

控制在 1万人以内，河北雄县则是按照“社区规模以 3000

至 5000 左右人口为宜”的原则调整社区。而在河南省，

根据该省的相关指导条例，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模“以

社区内住宅套数作为基本标准，一般在 1000至 3000户的

范围内设立”。其实，不论新设定的社区规模是多大，也

都是依照各地的城市地理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来设定，答案要合理但不唯一。

从目前来看，由于超大社区现象在多地客观存在，

所以许多地方的社区调整，以拆分优化为主。原来的一

个社区变成两个三个，新社区规模小了，那么，其各方面

的硬件建设是否能跟上，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配置是否

配齐，治理服务能力和社会服务覆盖水平是否提升，是

社区拆分之后，应当及时关注。 拆分不是目的，通过合

理设置社区规模，优化资源提升社会服务质量，建好新

社区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才是应有之意。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通讯员 杨诚波

生活在四川省成都市的 25 岁的贵州男

孩邓孝禹，热爱夜幕降临后这座城市的“烟火

气”。一有空闲，他便邀集三五好友，在成都

九眼桥、望平街、339、三色路等夜市繁荣地小

聚。而这些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又成为城市

夜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载体，并不断涌现出

新的消费场景和业态，进而带动附近商圈迭

代升级。

近年来，成都打造多样夜间经济消费场

景，全域、全时、全年龄段夜间消费业态。以

三色路夜市为代表的潮流夜市、后备厢集市、

社区民生夜市等新型夜市，以夜游锦江、特色

巴士为代表的文旅融合项目，正带动成都的

“夜经济”不断拓展自身边界，激活城市夜间

消费活力。《2022 成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

示，从夜间消费与全天消费占比来看，成都市

的夜间消费占比高达 54.6%。

夜市给了我们机会

每晚六七点钟开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

长约 1公里的三色路上便聚齐各色各样的摊

位，既有各类小吃、烧烤等传统夜市中的“主

角”，也有潮玩、互动游戏、甜品、咖啡、酒吧等

新型经营业态。29 岁的成都男孩吕子超在

这里经营一个餐饮摊位，主营手打柠檬茶、调

酒和烧烤等。

“每天下午三四点过来开摊，平均两三千

元的营业额，最好的时候上万元。”对于目前

的生活状况，吕子超颇为满意。像吕子超这

样得益于夜市繁荣的小摊主，仅三色路就有

近 200 家。吕子超说：“夜市给了我们机会，

不然基于租金的压力，做小本生意很难迈出

第一步。”

凌晨 3 点的九眼桥酒吧街外，街边的夜

包子店排满了买包子的年轻人，不远处的面

摊上，拿着热包子和煎蛋面，邓孝禹和朋友们

正吃得津津有味，旁边的烧烤摊、馄饨店、冷

淡杯，以及售卖蛋烘糕、莲子羹的手推车前都

围满了人。另一头，宏济路上的众多特色火

锅店也纷纷迎来了今宵的又一波食客。

经过多年的迭代升级，成都“夜经济”已

经从单纯以美食、酒吧业态为主的 1.0模式和

融合艺术、文创、文博等新兴消费业态的 2.0
模式，悄然升级到把文化艺术、旅游、演艺、健

身等资源纳入其中，用文旅商一体化的夜间

消费场景构建成的夜间经济 3.0版本。

从华灯初上到东方破晓，穿梭不息的人

流车流，在城市夜经济活跃版块间不断涌动，

给城市带来商机和活力。夜游锦江、博物馆

奇妙夜、夜间戏园、绿道夜跑、24 小时图书

馆、龙泉山宿营看日出，以及遍布全城的火锅

店、酒吧、特色小吃店，为这座城市的夜晚绘

就一幅夜间经济活力版图。

开启夜经济“3.0时代”

“无论是蹦迪、唱 K、吃火锅、打麻将、剧

本杀，或是单纯的朋友间喝茶聊天，都可以玩

得很晚，‘熬夜耍’的观念在这里更容易被宽

容、被接纳。”邓孝禹在比较各城市夜间经济

时，喜欢用“氛围感”来表达对成都的喜爱。

“身处这个氛围里，不会有‘太晚了’带来的紧

迫感，氛围很轻松。”他说。

“地区经济发达、休闲文化、基础配套完善

是夜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撑条件。”成

都市服务业研究院院长林娜对记者表示，成都

常住人口已达 2100万人，2022年成都GDP正

式突破两万亿元，这为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成都地区温和

的气候条件也适宜开展夜间活动。

林娜认为，一方面，成都的休闲文化成为

孕育夜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散布全市各地的夜经济载体紧紧依托本地文

化，也形成了不少个性鲜明的夜经济点位。

早在 2019 年，成都就出台了《关于发展

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

提出精心打造 10 处夜间旅游景区、10 处夜

间视听剧苑、10 处夜间文鉴艺廊、10 处夜间

乐动场馆、10 处夜间学习时点等文旅及教育

相关的具体意见。2020 年，成都正式发布

100 个夜间经济示范点，全面开启夜经济

“3.0时代”。

如今的成都，既有外地人打卡必到的“三

国文化荟萃的锦里、老成都陈列馆之宽窄巷

子、唐宋盛世之锦江夜游”，也有依托轻极限

运动公园形成的三色路夜市和温江大学城的

柳浪湾，春熙路太古里有较高端的商业气息，

但不远的镋钯街东糠市街也能寻到充满老成

都风味的平价小吃和文玩，不同人群在这里

各得其所，体现了成都包容与多元的城市品

格。除了耳熟能详的那些成熟特色街区，很

多更加细分的主题小街也散布于城市各个区

域——大川巷的原创画廊、十一街的麻辣烫、

合江亭的爱情斑马线、祥和里的大排档、“北

门美食担当”的曹家巷……

形成宜商、宜业、宜居的良性循环

作为成都老牌夜经济版块，九眼桥酒吧

街的持续繁荣对周边各夜间消费业态拉动效

果明显，这里也成为成都夜经济蓬勃发展的

一张名片。

与九眼桥酒吧街所处传统商业区不同，

锦江区沙河铺所处的攀成钢版块，因在出城

方向，车多人多但多为“过路客”，本地居民消

费外溢现象较为突出。针对这一情况，今年

2 月 14 日，沙河铺“食光夜市”应运而生。当

夜色降临，“食光夜市”灯火通明，200 多米的

路段上，汇聚了各色美食、手作文创、音乐演

出、露天电影、帐篷酒馆、后备厢咖啡等丰富

业态，同时汇聚的，还有一天天增多的人流。

“近两个月来，每个档口日均营业收入上

千元，每天夜市有效消费人群逾 2000人。”沙

河街道办事处主任谭烜说，随着天气不断转

暖，夜市客流量、消费额的增幅更加明显。

据了解，闻名遐迩的三色路夜市兴起，也

能为其所在柳江街道锦江数智产业港园区提

供消费配套，原本夜晚冷清的园区热闹到凌

晨。“三色路目前近 200 个夜市摊位，每周访

问游客近 13 万人。”三色路管理方负责人李

姝沛介绍，以每个摊位 2 至 3 人计算，仅这一

项就能提供三四百个工作岗位，再加上管理

后勤等相关岗位，以及拉动的消费金额，社会

效益同样非常可观。

“目前，成都全市统筹打造包括春熙路太

古里、宽窄巷子、望平街等 215条特色商业街

区，以及如三色路夜市、柳浪湾等一些夜间经

济点位，目的之一也是通过繁荣夜间经济汇

聚人财物等要素，增加城市区域特别是新建

城区的烟火气、形成该地区内部宜商、宜业、

宜居的良性循环。”成都特色商业街协会秘书

长涂家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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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夜市、后备厢集市等新型夜市和文旅融合项目，给小本生意带来了客流和人气

锦官城里沸腾夜

白水河特大桥跑出加速度

民 声G

合理优化社区规模
提升社会服务质量

编者按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线下商圈消费热度指数稳步增长，3 月日

均指数相比去年 12 月低点大幅增长 33.4 个点。这样的增长，公众看在眼里，因为城市的

“烟火气”正在加速回归。

这样的回归不仅能够促进商品或服务的流程，带动消费增长，也能促进就业增加居民

收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样显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为小微创业者建构更

好的市场环境，也考验着各地有关部门的智慧。为此，本版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气里的我

们》，讲述本报记者走进城市新型夜市、集市、新消费场景的所见所闻。

4月12日，在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罗
家村，村民在绘制工艺扇。

近年来，甘竹镇罗家村依托传承多年
的香扇制作技艺，大力发展工艺扇产业，产
品远销西班牙、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年产值
超500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2000多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古村新扇
香飘海外

坭兴陶制作为残疾人敲开就业之门
4月12日，在广西钦州市，员工在坭兴陶生产车间制

作模具。广西钦州坭兴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钦州承坭斋陶艺有限公司深耕坭兴陶文
化产业的同时开展扶残助残工作，为残疾群体提供工作
岗位和培训机会。 新华社记者 周佳谊 摄

本报记者 李丰 本报通讯员 刘娜

走进贵州省织金县鸡场乡纳晴 5标白水

河特大桥的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

紧张地焊接施工。很快，一座跨越白水河的

钢管拱桥将把两岸连在一起。两岸峭壁之

上，在一根根钢索牵拉下，一座钢管混凝土拱

桥已初具雏形……

由贵州黔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纳晴高速

公路 T5标段承建的白水河特大桥全长 826.5
米、主拱跨径 340 米，是贵州纳晴高速（纳雍

经六枝至晴隆高速公路）的重点、难点工程，

也是架通黔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日

前，记者来到大桥施工现场，探访这一关键性

控制性工程的建设进程。

“闻不到一点油漆味道”

2020 年 5 月，白水河特大桥项目开工。

刚一开工，项目部就撞上了“紧箍咒”。

“这里地形条件复杂，还位于生态保护

区，我们不仅要因地制宜开展创新工作，还

要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大大提高了

我们的修桥难度。”贵州黔航交通工程有限

公司总工办主任、白水河特大桥现场负责

人罗三感慨地说，白水河特大桥处于生态

红线以及黔中枢纽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内，

桥梁跨越白水河，两岸为 V 型地貌，施工环

保要求极高。

“在开挖过程中，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

们严格控制爆破量，防止石头乱飞，在悬崖两

岸皆设有防护措施。现在，两岸都看不出挖

掘痕迹。”罗三说，为了避免施工污染，项目

部专门组建了环保小组，制定了专项施工方

案，严格执行当地环保要求。

“修桥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环保问题。

首先，桥两边的拱座和便道基本做到了零开

挖，我们选择修村里原有的路，不破坏原生态

花草树木。另外，我们还专门为油漆制作了

密封车间，在内场将油漆做好，在施工外场只

需用刷子刷漆，现场不会有油漆雾化，闻不到

一点油漆味道。”黔航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左卿说。

“轮班守了三天两夜”

除了严密的环保政策约束，白水河特大

桥为上承式钢管混凝土变截面桁架拱桥，安

全风险大，拱桥拼装难度较大，细节多，结构

较复杂。白水河特大桥项目的钢结构负责人

毛宗宇回忆说，最难忘的就是大桥建设进入

浇筑拱座阶段。

2021 年 6 月，白水河特大桥的建设进入

浇筑拱座阶段。拱座是白水河特大桥的重要

受力结构，不能出现半点问题，拱座的施工将

涉及后续主桥预埋件的施工。两岸拱座共计

大约需要 2.5 万方混凝土，分 7 次浇筑完毕，

纳雍岸拱座分 3 次浇筑，晴隆岸分 4 次浇筑，

每次浇筑高度为 6 米，单次最大浇筑量为

3800 方混凝土。白水河特大桥第一次拱座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在 6月，最后一次在 12月，

因两岸进度不一样，所以整整耗时半年才将

所有拱座浇筑完成。

“大体积混凝土要持续浇筑，中途停止时

间不能超过混凝土初凝固时间，超过初凝时

间会导致混凝土不能结合，所以一般一次浇

筑就得花上几天几夜。”罗三回忆说,“当时

耗时最多的一次浇筑花了三天两夜，我们就

在那轮班守了三天两夜。晚上困了在桥上眯

一会就过了。”

职工创新降本增效

作为纳雍至晴隆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

程，大桥项目的一线职工总能打破一项又一

项“不可能”，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纪录。

白水河特大桥地形条件复杂，施工场地

受限，导致缆索吊装系统、拼装场布置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项目部通过开展职工技

术攻关活动，开展白水河特大桥钢结构设计、

加工一体化研究，建立了白水河特大桥 BIM
模型，不断优化缆索吊装系统、拼装场布置方

案，解决了施工图中的三维碰撞问题，确保了

施工安全。

砂石是生产混凝土的必要材料，为了进

一步降低生产成本，项目部通过“项目党员创

新工作会”集思广益，决定选择在白水河大桥

拱座开挖施工现场安装移动式制砂机，将挖

出的石料变废为宝，将取之不竭的石山变作

搭建桥梁的原料，节约了弃方占地约 14 亩，

节省了资金 320万元。

此外，记者了解到，“左卿劳模创新工作

室”还通过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研究创新了

拱座定位骨架、拱肋、铰座整体定位方法，把

预埋精度控制在 1 毫米以内。先后完成“一

种钢管混凝土拱桥立拼胎架调节结构及其使

用方法”“一种缆索吊组合式锚碇结构及其使

用方法”两种新型专利申报。

◆烟火气里的我们①

胶农变工人，收入提高了
本报讯“过去橡胶停割期间没有其他收入，现在每个月

能挣到六七千元。”中铁十五局勐关高速公路项目部劳务工人

岩当说。他也是当地第一批变身工人的本地胶农之一。

勐关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昆明、景洪、磨憨、关累港连

接成线，实现陆路与水路互联互通。项目部一直把促进当地

就业，带动属地经济发展作为中央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陆

续有零散的胶农找到项目部，想趁着胶林停割期间找点活

干。在经过岗前培训、三级教育等安全技能培训后，胶农变工

人，直接上岗，并按时领到了工资。 （王玺）

父母食堂一元早餐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安格）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什

刹海街道召开 2023年养老服务工作会暨议事协商会，“联”锁

企业父母食堂签约单位及新一批加入养老服务联合体的暖心

商户代表现场揭牌，父母食堂一元早餐项目现场启动联名发

布仪式。

父母食堂一元爱心早餐项目，以搭建平台、精准帮扶、科

学分类的方式，联动辖区内外爱心单位与个人，以失能、空巢、

独居老人为重点帮扶对象，真切做到“老年困难有人帮”。此

外，驿站在送餐服务过程中既可以满足困难老人助餐需求，又

可发挥日常安全巡访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驿站“总服务台”的

效能。

老人贺俊英在接受采访时说：“忙活了一辈子，一直都是

我给别人做早餐，现在年纪大了做饭不方便，有了一元爱心早

餐，不仅便宜还能配送到家，可给我解决难题喽！”

据悉，不止一元爱心早餐项目，近年来，什刹海街道致力

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养老驿站，打造属于自己的志愿者

品牌，组织大家一起为养老服务工作增一份力。

什刹海街道社区养老服务“总服务台”的养老驿站双寺驿

站负责人说，服务人员为老人买菜开药、理发修脚，给老人们提

供了精神慰藉，而老人们的笑脸也成了服务人员的动力。

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本报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乐亭县税务局以“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为契机，组建税收专家团队深入企业问需求、送政

策，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个性化的税费服务。

在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税务干部开展现场培训，“一

对一”辅导企业享受税惠政策，聚焦企业的“急难愁盼”征集梳

理意见建议，精准反馈企业的各类涉税诉求。税务部门持续

开展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钢铁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提供

了优良的营商环境。 （刘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