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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6.05%

2 住房城建 20.02%

3 医疗卫生 11.65%

4 市场监管 8.48%

5 交通运输 4.90%

6 司 法 3.80%

7 治安管理 2.93%

8 城市管理 2.54%

9 民生服务 2.07%

10 科教文旅 1.87%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施工产生扬尘 洒水降尘
市民反映：开州区谭家镇龙溪村附近进行

公路扩建工程，施工方未做好扬尘的降尘措施，
导致车辆行驶时产生大量扬尘，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开州区谭家镇政府回复：经核实，扬尘情况
属实。现从谭家镇高速互通转盘到大山溪路段，
安装80个喷水点，并且安排洒水车在该路段进
行洒水降尘，保持路面干净整洁。

小区车位被物业外租 责令整改
市民反映：渝北区海成云境小区物业未经

得小区业主同意，私自把小区车位租赁给非小区
的人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城管局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执
法人员依据相关条例对该小区物业负责人进行
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并送达《城市管理执法责令
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并整改。

体育公园田径场关闭 恢复开放
市民反映：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内田径

场未对外开放，导致附近居民锻炼不便，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北区体育局回复：经核实，前几日因场地
承担经审批的拍摄任务，暂停免费开放。现拍摄
任务结束，已恢复免费开放。

小区内饲养家禽 现场处理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秋实春华小区有部分

业主擅自饲养家禽，散发异味扰民，希望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回复：接到市
民反映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联合社区民警赶到
现场处理。已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并要求将私
自饲养的家禽宰杀，现已处理完毕。

深夜网球场扰民 调整时间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悦来威漫公园内，每天

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网球场内有人打网球
产生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悦来新城回复：已与网球场管理
者沟通协调，调整运营时间。晚上10点后不再
运营，避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门店私设隔离地桩 拆除恢复
市民反映：万州区百安坝街道上海大道491

号有门店私设隔离地桩，影响市民通行，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
经城管执法百安坝大队现场调查，情况属实。该
地桩为门店负责人私自违法安装，执法人员已责
令该店主拆除并恢复原状。

（记者 周松 整理）

这些事还没解决
市民来电：渝北区升辉雅舍小区大门周边的

洗车店，长时间在店外占道洗车，阻碍市民通行，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沙坪坝区歌乐山金刚坡街6号附
近的垃圾仓已有10余天没有转运，滋生蚊虫产生
异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璧山区观音塘湿地公园荷花池内
有许多福寿螺，属外来入侵物种，破坏水生环境，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7月23日在武隆区火车站通过滴
滴平台乘坐网约车前往仙女山景区，司机到达接
送点后要求加价20元，市民认为不合理，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大渡口区八桥镇凤阳社区壹鹿驾
校强行要求学员必须支付科目三 680 元的合场
费，如不缴纳该费用就不安排培训，市民认为不合
理，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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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明天上午老地方见哦！”7月24日中午，
家住江津区珞璜镇马宗社区还房小区的朱女
士又和舞伴们相约碰面。她口中的“老地方”
居民们都知道，只是从前大家提到，眉头都要
皱起来。四五年前，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露
天农贸市场，聚集了上百摊贩，居民买菜方便
了，“脏乱差”也随之而来。

现在，经过江津区临港产业城城市管理
综合办公室持续集中整治，露天市场搬进了
附近的室内农贸市场，这个空间又成了居民
们散步、碰面的好去处。

一年多前，江津区在成立江津珞璜临港
产业城管委会的基础上，设立临港产业城城
市管理综合办公室，各方实现了人力、资源的
优势互补，这片2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管理
大小事有了“总管家”。

难管
三方交叉地带占比渐增

记者了解到，江津珞璜片区城市建成面
积约20平方公里，过去由江津综保区管委
会、珞璜工业园发展中心、珞璜镇三方分

管。随着城市更新，三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
糊，其中近乎陷入“三不管”的交叉地带在逐
年增加。

“属地边界不清晰，管理就会出现盲
区，给城市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感提升埋下
隐患。”珞璜镇玉观社区党委书记冯明权告
诉记者，社区很大一部分属于工业园区范
围，过去时常发生乱停车问题。“园区没有
执法权，且市政力量配备不足，处理难度就
大了。”

“并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就露天农
贸市场扰民问题，马宗社区党委书记刘祥勇
表示，这一区域的管理权也不明确，社区只能
对占道商贩规劝。“这样治标不治本，过两天
又死灰复燃。”

“2021 年这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 138
起，2022年发生交通事故48起。”G348玖
龙纸业路段安全隐患曾是悬在顺江社区党
委书记苏治伟心头的一块大石。近年来随
着园区发展，这条路段车流量日益增多。
附近上下班职工为求方便，占用多处绿化
带随意停车，严重破坏城市道路形象；另一
方面，大货车、小车在这里交织，乱停乱放
造成秩序混乱，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总管
推倒看不见的治理壁垒

谁来管、怎么管？管好谁受益，管不好谁
担责？

临港产业城城市管理综合办公室设立
后，立即对辖区悬而未决的城市管理难题展
开专题调研。

几位社区干部都切身感受到，通过顶层
设计，临港产业城城市管理综合办公室这个

“总管家”补位，综保区、园区、镇政府三方实
现了人力、财力、资源的优势互补，过去看不
见的治理壁垒被推倒了。

在马宗社区，“总管家”协调各方资源，在
附近新建了碑亭农贸市场，马路摊贩全部进
入市场，还居民区一片清净。

在“乱停车”频发的玉观社区，“总管家”
指挥兵分几路，挖掘出片区1000多个地下车
位，并在道路上广泛设置停车指引，疏导社会
车辆入库停放。

为清除G348玖龙纸业路段安全隐患，
“总管家”牵头与玖龙纸业、顺江社区多方商
议，并经顺江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通过，采取了
系列措施：一方面增加200多个停车位，供玖

龙纸业职工停放；一方面对G348沿线2个货
车停车场进行清理，整合新增货车车位约
200个。同时，配合交警、派出所开展联合执
法，推行“首违不罚”制度，累计劝离占道停车
800余起，规范了货车停车秩序。

智管
整合数据资源提升治理水平

记者了解到，临港产业城城市管理综合
办公室成立一年多来，对停车秩序、物业矛
盾、市容环卫、市政审批等重点工作，龙珠街、
翠云路、云峰时代、农贸市场周边和珞璜、顺
江、和平、马宗老场镇等重点区域花大力气开
展专项治理，处理城市管理反馈件3500余
件，重点区域的老大难问题整治初见成效。
同时，该办公室还累计投入2亿余元治理管
网、改造路面、升级路灯、物业管护，形成了有
组织管事、有章成事、有人干事、有钱办事的
城市管理格局。

目前，该办公室正启动数字城市管理，将
临港产业城建成区建模纳入三维地图，并准
备成立基层治理中心，进一步推动江津珞璜
片区城市品质优化，精细化城市管理水平提
档升级。

从“三不管”到“一起管”

江津珞璜城市管理大小事有了“总管家”

体验
制作小怪兽玩偶
学会与情绪相处

据了解，“心灵成长社”由20名左右的孩
子组成，以8节课/1学期的项目标准设计情
绪管理、人际关系等主题课程，以团辅活动调
适青少年心理状况。

在曾家岩社区，当天正好上到第二节课
“情绪小怪兽”，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
志愿者樊颖杰首先为孩子们分享了绘本故事
《我的情绪小怪兽》，她以绘本故事为媒介，让
小朋友对复合情绪与情绪的处理有了一个简
单的了解与认识，并导入情绪是身体的信使
的概念。

随后，樊颖杰又引导小朋友创作自己的
情绪小怪兽玩偶，并为自己的“小怪兽”命名，
分享它的故事。

“通过带领孩子们制作情绪手偶，分享自
己的情绪小怪兽故事，引导孩子们认识到情
绪没有好坏之分，在轻松的游戏中学会和自
己情绪相处的方式。”樊颖杰介绍，在此过程
中可以帮助小朋友觉察、感受以及描述自己
的情绪与故事。

记者看到，孩子们用彩笔代表情绪，在
空白玩偶上涂抹色彩，几乎每个小朋友手
上的玩偶都被涂画得五颜六色。“每一种颜
色代表一种情绪，让颜色与情绪建立了链
接，有的小朋友会发现自己拥有很多种情
绪。”樊颖杰说，当谈到愤怒的情绪时，她
发现有一位小朋友在拍打其他小朋友，这
可能就是他在从小成长的环境中所习得
的，或许他在生活中感到愤怒时会摔打抱
枕，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只要不伤害到
别人。

这时，樊颖杰观察到该名小朋友出现了
愤怒的情绪，便告诉他不能去拍打别人，可
以把这种愤怒的情绪放到绘画玩偶中来表
达，小朋友欣然同意，并没有拒绝。

“儿童想去体验各种情绪，我们也不会
告诉他愤怒不好，只是愤怒会让自己感到失
控，要让他们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每一种情
绪。”樊颖杰说，很多成年人会排斥、抵触一
些负面情绪，会压抑自己甚至假装情绪不存
在，而这堂课让小朋友了解到情绪的多种多
样，只是需要恰当的表达方式，那么他们在
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就不会去回避和压抑负
面的情绪。

反馈
“我学会了如何认识和表

达自己的情绪”

“我做了一个开心和爱的小怪兽，因为妈
妈经常带我去欢乐谷玩儿，我特别高兴。”一
位小女孩热情地分享自己的作品。

“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暑假我基本一个
人在家，同学们很多都和家人出去旅行了，
也没有人和我玩，有时候会很害怕，有时候
又会觉得很孤单。”7岁的倪鹤洋说，托管班
的“心灵成长社”真的很好玩，“情绪小怪兽”
让自己学会了如何结交新的朋友，学会正确
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情绪没有好坏之
分，只要深呼吸让自己平静，愤怒的情绪就
会消失不见。

认识到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是“心灵成长
社”课程的一项内容。樊颖杰告诉记者，之前

“心灵成长社”都是走进学校，这是第一次开
进暑期托管班，这里孩子们的年龄大多在六
七岁左右，而暑期托管班对于家庭来说是一
个“减负”的地方，“心灵成长社”的加入本身
就是在丰富孩子们的体验课程，保持一周一
次的频率，也没有安排得特别密集。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预防性和互动性为
主的心理成长团体，在这里我也看到有小朋
友已经出现了不少情绪方面的问题。”樊颖杰
就说，有一位小朋友告诉她自己在生活中每
天都有“不好”的情绪，不想说话，就想一个人
待着，由于小朋友还没有建立关系网或人际
网，因此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这样
的小朋友虽然不多却很典型，通过‘心灵成长
社’的课程，他找到了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
画画时就要蓝色‘爆棚’，这就是在表达自己
的难过和忧伤。”

据了解，“情绪小怪兽”这堂课是引导孩
子们先去理解情绪，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老师
会把愤怒、难过等情绪放大，让小朋友去体验
这样的情绪其实会让自己感到不舒服、不好
受，再逐渐引导孩子们怎样用合适的方式表
达情绪。

“我们夫妻是双职工，孩子放假在家没人
管，时间长了变得不爱说话了，还有点自卑。
送来社区参加暑期托管班，孩子不仅有人看
了，还有心理健康和安全自护的课程活动，确
实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事。”说起“心灵成长
社”暑期公益托管班，家住渝中区曾家岩社区
的居民张女士赞不绝口。

对话
家长要当观察者

善于发现孩子的情绪

在传统的希望工程为青少年提供物质保
障的基础上，团市委聚焦青少年心灵培育、心
智教育、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创新实施“心·
希望工程”，旨在探索青少年群体关心关爱新
理念、新模式、新载体。“心灵成长社”项目作
为“心·希望工程”创新实施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特色项目，正在逐步走向各类青少年喜欢
且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场所，带领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实现心灵成长。

“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是放松和投
入的，能有效降低防御心理，帮助他们将无法
用语言说出来的内心的困惑、烦恼、压力、情
绪、冲突等潜意识的内容，用更具创造性的方
式呈现出来，让潜意识有机会自然浮现。”樊
颖杰说，从目前开展的情况来看，能看到孩子
们真实的呈现和积极的改变，比如手工制作
结束后进入分享环节，她会让小朋友自己说
出愤怒时用过哪些方式让自己可以快些进入
平静状态，大家总结出了运动、吃糖果等十几
种应对负面情绪的方式，每个人的方式都不

一样，老师也没有一套标准的方式可以教给
大家。

在分享过程中，孩子们才知道原来别人也
和自己一样有愤怒的情绪，这不是自己的问
题，同时还能学习到别人对待情绪的方式，说
不定可以试一试，老师的作用就是设置各种场
景和体验，去帮助和引导小朋友说出自己的应
对方式，并鼓励他们分享给其他小伙伴。

在日常生活里，青少年儿童又该如何与
家人沟通？樊颖杰认为，父母要当观察者，不
是去观察结果，而是发现过程。

譬如，如果已经看到孩子开始生闷气，拒
绝沟通，父母要帮助孩子去描述情绪，因为孩
子的语言系统还在建立和发展中，这时父母
可以说“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失落或是失
望”的话，小朋友听到后，会用点头或摇头的
方式来回应。

樊颖杰说，父母这样的语言描述不仅是
在发现小朋友的情绪，更是在缓解情绪，因为
首先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尽管现在还不能
满足他的要求，但能够理解他、读懂他，这是
非常重要的一步。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不愿意表达并非主
观上的不愿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
该如何描述自己的情绪，此时家长的观察和
示范就很关键。”樊颖杰谈到，接下来父母可
以用“我看到你现在不太愿意跟我说话，是不
是感到委屈，我刚刚是不是错怪你了”这样的
话语去帮助孩子表达情绪，等到下一次孩子
再碰到类似情况时才明白原来这种情绪叫委
屈，是可以用语言去表达的。

樊颖杰看来，语言是表达情绪很好的方
式，但需要一段时间的示范跟积累才能运用，
家长要做到不看结果看过程，观察孩子的表
情、眼神、行为等，教会他们用语言去表达出
来，就是很棒的沟通了。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团市委将始终坚持
关注青少年、关心青少年，聚焦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实际需求，不断探索完善“心灵成长社”
项目，推动“心灵成长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展开，让心灵成长社与孩子们更
贴心。

在涂鸦中，孩子们完成情绪表达
直击“心灵成长社”暑期公益托管班

团市委“心灵成长社”项目走进渝中区曾
家岩社区暑期托管班，图为老师与孩子们在
互动。 （团市委供图）

□本报记者 杨铌紫

通过艺术表达、隐喻故事、榜样塑造、心理游戏等形式，在潜移默化中介入青少
年的学习与生活，走进心灵的疗与愈——这是团市委创新实施的“心灵成长社”项
目。三年来，该项目已在全市40个区县的130余所中小学广泛实施，为青少年提
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服务3万余人次。

今年，“心灵成长社”项目首次走进暑期托管班，向校外阵地拓展。近日，重庆
日报美好生活热线记者来到团市委“心灵成长社”项目实施的渝中区曾家岩社区暑
期托管班，打探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