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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范传龙

雨后黄葛树翠色欲滴，苏式红砖墙镌刻时光。4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重庆的实践”媒体采访活动走进九龙坡区民主村，来自亚洲、
欧洲、非洲等5大洲，包括俄罗斯、埃及、越南等在内的20多个国
家的媒体人跨越千山万水，齐聚民主村，感受这个老社区的华丽
蝶变。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在重庆这样的超大城市，依然保留着对
本地居民具有人文关怀的社区场所。”从提供暖心服务的红心蚂蚁
志愿服务驿站，到传承老手艺且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巧匠坊”，民
主村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保留并着重打造的一系列暖心民生服
务，让葡萄牙《前进报》记者佩德罗·费尔南德斯不禁发出赞叹与感
慨，“市民的需求与福祉被置于城市发展的首要位置，且成为最优
先级考量，值得我们学习。”

经过一夜的小雨，民主村道旁的黄葛树叶被冲洗得格外油
亮。建设渠广场飘来二胡与竹笛的悠扬旋律，萨摩亚《萨瓦利报》
英语副主编杰思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手机镜头对准了白发演奏
者颤抖却投入的指尖。

老人们表演结束后，杰思敏感慨地说：“在我的家乡，很少能在
街边看到这样的场景。这里的传统音乐表演充满活力，反映了和
我们国家不一样的文化与传统。这非常有趣，我要把这份独特的
体验带回家，相信我们那儿的老一辈人也会感兴趣。”

印度尼西亚《罗盘报》副常务编辑安德雷斯・马约托则对民
主村社区食堂的“公益+惠民”运营模式十分好奇。在一处就餐
窗口前，他详细询问工作人员食堂菜品价格以及老年人优惠政
策。

当得知当地居民花费10元至18元不等，就能享受基础套餐
或自助套餐，60岁以上满足要求的老人还能获得额外优惠时，他
不禁频频点头，称赞道：“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像民主村食堂
这样的惠民举措，充分体现了这里一切都在积极改变，而且变得越
来越好，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民主村社区会客厅宽敞明亮。由于改造过程中充分听取居民
意见建议，这栋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红砖房被保留了下来，
已成为社区文化历史展陈馆和居民协商议事的阵地。“在波兰，我
们也需要更多像民主村这样由政府组织规划，致力于提升人民生
活质量的地方。这里的社区设施、公共服务以及邻里氛围，都为居
民创造了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值得我们学习。”波兰《论坛报》主编
尤里安・莫尔达尔斯基赞叹。

参观结束后，瑞士记者协会前主席、日内瓦州议会议员居伊・

梅坦高度评价民主村：“民主村的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绝佳的范
例。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巧妙运用新技术，让整个社区既充满
历史韵味，又向未来开放，极大提升了民众的生活便利性，这一点
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20多国媒体人
点赞民生新图景

从老工人村到幸福新家园
民主村的龙门阵摆给你听

◀4 月 22
日，外国媒体
记者正在观看
音乐表演。

◀4 月 22
日，外国媒体
记者参观“惠
民巧匠坊”。

▲4月22日，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重庆的实践”媒体采访活动的外国
媒体记者在听民主村的龙门阵。

（本版图片由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4 月 22
日，外国媒体
记者与民主村
居民互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范传龙

4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重庆的实践”媒体采访活动走
进九龙坡区民主村，外国媒体记者们在黄葛树下听起民
主村的龙门阵——

几年前，大部分重庆人对民主村的印象，只是轮廓
模糊的城中村，只知道它是老牌兵工企业重庆建设厂
的家属区之一。

随着被纳入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区），如
今的民主村，咖啡馆的香气与老茶馆的茶香交织，建设
渠边、诗歌长廊下，孩童们正在嬉戏；社区食堂里，老人
们与白领们唠着家常——这个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
的老社区，正用“民主”之笔书写新时代的焕新答卷。

共商共建共享：

解码老社区的治理基因

“民主村的幸福密码是什么”“在改造更新中有没
有遇到什么棘手问题”“居民参与度如何”……在分享
环节，外国媒体记者竞相提问、不停记录。

“从民主村的发展历程看，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村。”九龙坡区委书记覃
昌德与大家分享了民主村的三点做法。

一是共商——每个人都是民主村生活的主人。
覃昌德说，民主村看似一个社区，实则包罗万象，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要把这
个社区治理好，最有效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把每个人的能动性激发出来，凝聚起人人参与社区建
设的磅礴力量，“我们的社区党员干部每天任劳任怨，
为群众办理医保社保、调处邻里纠纷、提供困难帮扶，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
生维护，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当起了兼职的社区工作
者，有些居民自愿当起导游等。可以说，生活在民主村
社区的每个人，都是民主村的主人。”

二是共建——每个人都是民主村发展的功臣。
覃昌德告诉大家，民主村的改造涉及方方面面，既

包括硬件设施的调整，也包括软件环境的优化；既要考
虑原住居民，也要考虑外来人口，“我们在民主村的改
造过程中充分听取民意、不断凝聚民智。老旧房屋是
拆还是留？社区医院、食堂建在什么地方？菜市场怎
么改建？电梯怎么安装？停车位、垃圾桶怎么设置？
事事处处都体现‘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大家的事情
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共同商量、共同努力才有今天民
主村的焕然一新。”

三是共享——每个人都是民主村治理的受益人。
覃昌德介绍，今天的民主村，生活环境、配套设施

等各方面条件都变好了，“星级家门口就业驿站”可以
帮助社区居民就近找到工作，川外九龙附小等优质学
校可以帮助孩子们茁壮成长，“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社区老年食堂能让老年人享有保姆式服务，由社区医
院与公立医院组建的医共体，能让群众在家门口找到

“好医生”，“这是每个人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有很大

的收获。”
“对！我们民主村就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村！”民

主村社区党委书记伍成莉接过话茬继续介绍，在二期
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城管队员在巡逻时发现有一处房
屋围墙由于年久失修，出现裂痕和垮塌。城管队员及
时上报后，街道决定拆除并重新修建围墙，但围墙改造
更新方案因居民意见不一而无法实施。

“围墙拆不拆、怎么拆，应该让居民说了算。”伍成
莉说，城管部门联合社区反复进行实地勘察，并深入居
民家中征集意见，前后三次完善方案；街道牵头更新公
司、民主村社区等多个单位于去年10月召集居民代表
举行协调会议，最终赢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威胁居民
安全的围墙得以顺利拆除。

从决定拆墙建院的拉锯战，到规划停车位的反复论
证，这个容纳原居民、新市民、商户的“小社会”，始终践
行着“众人事众人议”的铁律。

半个世纪见证：

老居民的岁月新篇

社区生活幸不幸福，居民最有发言权。
今年76岁的陈代蓉是民主村社区的普通居民，在

这里生活超过50年，亲眼见证了民主村从“老破旧”到
“新网红”的蜕变。

曾经的民主村是什么样子？面对大家的提问，陈
代蓉坦言：“雨天蹚泥水，晴天吃灰土，年轻人搬走了，
只剩老人守着破院子。”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陈代蓉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我多么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被改造，成为大家安
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没有想到，陈代蓉和老邻居们终于等来了梦想成
真的一天。当社区工作人员拿着规划图告诉大家“民
主村要改造了”的时候，陈代蓉心里既期待又忐忑。

“我亲眼看着推土机进场，看着蜘蛛网电线下地，
看着铁棚子拆除……如今，走在宽阔的柏油路上，头顶
是清爽的蓝天，脚下是平整的地砖，路边的黄葛树已经
开始抽芽。”陈代蓉说，更让她感到暖心的是，社区改造
不仅修了“面子”，更暖了“里子”——社区食堂每天提
供15元一顿的老人餐，每餐有二十几个菜供选择，价格
便宜吃得放心；社区医院档次提高了，增设中医理疗
室、推拿室，医生和居民直接签约，还可以上门服务；建
设渠以前是民主村有名的臭水沟，如今清水流淌，建设
渠广场成了大家散步遛弯的“打卡地”。

陈代蓉说，在民主村的更新中，老居民的心声被倾
听、记忆被尊重、诉求被满足。生活在这里，她感觉幸
福满满、心情舒畅。

油画与星空夜：

艺术青年的乡愁再造

“现在民主村社区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机
会？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个社区？”许多外国

媒体记者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1992年出生在民主村的周正茂是民主村一角艺术

油画空间创办人，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建设厂的职工，
民主村承载着周家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周正茂曾在意大利马切拉塔读大学。“求学期间让
我感触最深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民主村就很有生
活气息。”回到民主村后，他把自家的老房子重新装修
了一番，创办了一角艺术油画空间。

周正茂的小店在巷子深处，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合
创办店铺。然而，随着更新进度的加快，政府部门积极
行动，道路平整了，路灯亮了，民主村的人气越来越
旺。来找周正茂学油画的不仅有附近的居民，还有来
自各地的绘画爱好者，甚至有人会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
来店里画画。

周正茂说，他们在黄葛树下举办“油画星空夜”，社
区居民也自发组织起“老物件艺术展”，一角艺术油画
空间也成为外地人打卡的“艺术客厅”，“这些变化都在
印证着：艺术，正在重塑我们与社区的关系。”

“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我们既需要‘北上广深’的
繁华，也需要民主村这样的精神栖息地。我的小店只
是一滴水，但我希望这滴水能映照出中国城市更新的
另一种可能——让文化成为城市的灵魂，让艺术成为
社区的记忆。”周正茂说。

他告诉大家，民主村改造后的环境越来越好，自然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看看之前的老社区改造成
什么样子了；而年轻人多了，就会吸引更多商家进驻，

“许多小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我们会在一起交流学
习、互帮互助。这是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扫一扫“治”慧：

二维码背后的安全革命

在城市安全领域，高层建筑火灾隐患关注度极
高。民主村片区位于商圈中心，高层建筑云集，人员复
杂、隐患多、监控难，怎么办？九龙坡区数字化城市运
行和治理中心主任刘建军介绍，他们贯通了全市统建
的一个重要应用：“高楼消防码”，还为全区高层建筑按
风险等级赋予绿、蓝、黄、橙、红5色，对应不同的处置流
程。

例如，民主村41栋4单元这座10层建筑现在是绿
码，一旦有人发现风险，就可扫码上报，绿码会变成蓝
色，完成整改后才会恢复。“别看一个小小的二维码，依
托它，我们已处置高层建筑消防隐患700余个，高层建
筑火灾今年预计将下降35.9%，平均火灾处置时长由
31分钟缩短到23分钟！”刘建军说。

除了“高楼消防码”，刘建军还与大家分享了“一件
事一次办”“九龙城运通”等九龙坡区数字赋能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探索。

他说，数字化治理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贯穿
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一个个智慧生活场景，“每个应
用的背后，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践。面向
未来，我们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上线更多的智慧应用
和场景，让数字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