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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生活在配套设施完善、优质的

生活圈里是每一个市民的愿望。近年来，我

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关人

民群众生活的设施也日益完善，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生活好了，人民群众则

会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期待更加优质的生

活圈。民之所向，政之所为。希望在相关部

门和全体辽源人民的努力下，我们的生活圈

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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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设施 让生活圈更优质

伴随我国快速进入汽车时代，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
人来说，停车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停车难就会引发乱
停、乱放、占道、抢道等问题，这不仅给群众的生活带来
不便，同时也对城市市容以及通行效率产生严重影响，

“停车难”已然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成长的烦恼”。
在我市，停车难第一个体现就是老旧小区停车难。

这些小区建成已经很多年了，在小区初建时期并没有预
计到今天机动车会如此多，因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停
车。这些小区的车多了，空间又有限，业主停车自然不
容易。市民李静慧住在我市一个老小区里。她告诉记
者，每天下班开车回家最担心的事儿就是停车，下班回
来早的话车还有地方停，回来晚的话就找不到地方停。
有的业主还可能因为停车问题发生冲突，有的业主还会
把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除了老旧小区不好停车外，在
我市主要的商业区停车也不容易。每到周六、周日，很
多市民都会开车去商场购物。这样车辆就会集中，有限
的停车位就难以满足车主停车。市民曲波对在商业街
停车难深有感触，他说：“有次开车去商场买东西，在商
场附近找停车位找了好久才找到，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现在，我一般不开车去购物，打车去就会省去停车的麻
烦。”

关于停车难，很多市民认为导致停车难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停车位少。停车位的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国计
民生，关系到老百姓的出行和生活质量。对各个单位和
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如果能够
把停车位的问题解决好，对于改善整个老百姓的生活质
量，改善城市的交通环境，提升城市的品牌形象，应该说
都会具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希望随着停车位的增多，停
车难题能够解决。

希望停车不再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体现在市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就拿出行来说，
市民出行不仅可以选择乘坐火车、汽车，还可以开私家
车。可以说，现在人们的出行可供选择的途径比以前多
了，速度也快了不少。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现在的出行
相比以前确实便捷不少，但是，很多市民还期待更加快
捷的出行方式。

28岁的市民张全胜就期待有一天能够在辽源就可
以直接坐上高铁出行。张全胜是一个旅游爱好者，每年
都要出门旅游。在进入“高铁时代”后，铁路建设不仅是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也是百姓关注的焦点。从全国来
讲，最近几年高铁发展速度非常快，高铁对人们的出行
影响越来越大。张全胜说：“高铁速度快，坐着舒服，出
行快捷省时间，我一般出门首选就是高铁。可这样说，
高铁作为安全、快速、舒适的交通方式已成为当今经济
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坐高铁要去咱们辽源周
边有高铁站的城市去坐车，这就多少增加了不便。我很
期待咱们辽源早日建高铁站，那样不但我们市民出行更
加方便，咱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会大大改善，促进城市
的快速发展。”在采访中，很多市民都和张全胜一样都期
待辽源早日有自己的高铁站，不用再急急忙忙地去其他
地方去坐车。更为重要的是，高铁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催
化剂。对于城市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及城市功能的完善
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出行更加便捷

想要办个证明，不知道要找的部门在哪个位置，好
不容易找到地方，却发现门前贴了张搬迁通知。这是很
多普通老百姓想要到一些部门和单位办理业务时，都有
可能碰到这种“跑冤枉道儿”的情况。我们虽然已经有
了“一站式”服务，也有了综合业务大厅，但这种有事不
知道该找什么部门、更不知道该怎么找的事情仍时有发
生。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部门和服务机构
的宣传和信息覆盖不够广也不够深。我们应该认识到，
普通老百姓掌握的信息与政府部门和一些服务机构是
不对等的。有很多人一辈子也许都不会接触几次政府
部门和服务机构，平时更不会注意到相关部门和机构发
布的通知和宣传内容，可一旦他们遇到需要到相关部门
和机构处理问题的情况，就会两眼一抹黑，找不对地方、
拿错了手续、少了相关证明等“一事多次跑”情况自然而
然就发生了。

高速发展的社会更应该高速、高效的管理，网络和
智能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活动、阅读习惯、购物和支
付方式，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也应适应这种网络化的社
会，及时转变监管方式，掌握和跟进网络平台的这一利
器。发布消息、宣传推广、监管处罚，都可以借助网络的
平台迅速开展。

“智慧城市”不能只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儿。在这
个几乎人人都拥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政府部门和服务机
构可以由权威部门主导入驻网络平台，自然能将“一事
多次跑”变成“最多跑一次”，甚至是点点手机就能“一手
掌控”。活用了网络平台，扩大了影响力，也畅通的交流
渠道，真正做到便民、惠民，才真正算得上是“以民为本，
利国利民”。

公共服务更贴心

孩子是未来，教育是根本。学校是孩子接受教育的
地方，承载着无数家庭对孩子健康成长，长大成材的期
盼。除去已经统一搬到大学城的部分院校，辽源的大多
数中小学校都是分散在市区各处的，接收着学校附近的
学生入校学习生活。随着城市发展建设，住宅和商铺逐
渐将校园围堵其中，给学校周边环境也带来了很大影响。

交通环境压力日渐增加。很多学校园区原本比较
开阔，但随着周边的商铺、补习班的增多，尤其是在上
学、放学的高峰期，一些学校周围的流动商贩和来接送
孩子的家长汇聚，车流、人流、孩子、商品都混杂在一起，
交通安全隐患严重。虽然有交警等部门对校园周边多
次治理，但问题仍没得到根本解决。

学生的食品与用品安全惹人忧。只要是学校周边就
一定会有小商铺，里面销售很多孩子爱吃的零食和一些小
文具、小玩具。这些东西的来源及安全很难得到保障，今
年央视的“3·15”晚会就曝光了这些小商铺所贩卖的“辣
片”质量问题，也有很多家长投诉商铺里的一些塑料小文
具、玩具是三无产品，给孩子的健康带来安全隐患。

孩子的自制力弱、辨别能力不强，在安全隐患面前
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虽然校园周边的整治工作我们一
直在做，但想要根本解决问题，只是加强监管还不够，应
该对校园周边有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期待通过我们
的努力，可以让中学、小学、幼儿园，都有安全健康的环
境，让孩子舒心、让家长放心。

要打造宜居城市，如何打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可是重
头戏，辽源市区约有40余万常住人口，分布在城区内的
各个小区里，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是否都感到满意？

事实上，改革开放给辽源带来了显著变化，让不同
时期修建的小区都有着独特的年代印记的同时，也存在
着一些难题和困扰：老旧小区已满足不了现今居住需
求。那些主要集中在我市人群较密集区域的老旧小区，
由于是早期城市规划时修建的，不仅周边道路狭窄容易
发生堵车，小区内的停车位也很少，尤其是有私家车的
居民出行难停车更难。部分小区规划差。由于成本等
原因，一些小区回迁楼的居住环境照比同小区内的商品
楼要差上一截。楼间距较窄、房屋采光差、周边的绿化
不多、停车位少，很多这样的小区回迁楼连供附近居民
休息的小广场都没有。弃管小区监管难。有些小区的
物业管理不善，出现了小区绿化变成住户菜地、业主私
搭车棚等违章建筑、住户的房门口变成“广告天地”、小
区垃圾箱和公共健身器材损耗快，总是破破烂烂的、小
区空地变回收垃圾的堆放处等情况，让整个小区环境看
起来总是杂乱破败。

给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让居住环境更舒
适，这是打造宜居城市的首选目标。对于那些老旧的、
配套设施不全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小区的居民们来说，也
都在期待着他们的居住环境能有所改善、有所提高。当
然，对于城市环境建设，打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政府部
门也一直在努力。开展的城市环境专项整治活动，小区
公共设施的配套更新，对小区内的违章建筑开展联合执
法对其进行拆除。但现实的难题我们也不能忽视，有些
问题我们可以及时进行沟通解决但需要长期的监管，比
如一些违章建筑总是拆得快建得更快；还有一些问题则
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比如老旧小区的改建问
题，需要有合适的投资人和好的项目。

只要方向对，任何努力都是在前进，我们要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绿化与停车位之争，只能选择向其中
一方妥协吗？老旧小区改造难，就只能等着开发商上门
吗？占据城市中心区的老旧小区能否变成休闲娱乐的
广场，同时也为市区狭窄的道路增容；小区绿化不可少，
能否引进更智能便捷的停车方法，在周边修建立体停车
场；小区公共设施总被破坏，能否安置监控等设备，以更
加智能的监管方式并加大处罚力度，以减少人为破坏？
对于这些不够宜居的问题小区，我们集思广益，我们期
待改变。

居住环境更舒心

教育园区更专业

不出小区，居民就可尽享健身乐趣

小区环境整洁优美

大片草坪和景观树点缀在楼群之间

小区健身器材俱全

居民小区楼群错落有致

停车井然有序

处处绿树成荫

花园式小区环境舒适宜人

儿童游乐设施应有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