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 为 滨 河 南 路 八

一街“口袋公园”。

刘子璇 摄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 本报记者 王洋 □ 本报记者 高茜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白 天 出 门 ，停 车 场 车 满 为

患，让人焦急不已；晚上回家，兜

兜转转一圈又一圈，总是找不到

停车位。这样的场景，曾是不少

市 民 颇 感 糟 心 的 生 活“ 痛 点 ”。

如今，增多的停车场让车辆有了

去处，更是为市民幸福生活“加

码”。

“每次过来就习惯性地把车

停在这里，进出通畅，节约时间。

你看现在已是中午，这里还有不

少车位。”临近中午，记者来到西

崖底霖泽国际小游园的一处停车

场，市民刘先生将私家车停好后

便向不远处的店铺走去。他告诉

记者，以前这里是个简陋的露天

停车场，后来政府在保证市民停

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建设，设

置了 78 个停车位，现在停车更加

方便、安全。

小 小 停 车 位 ，关 系 大 民 生 。

随着城市发展，汽车在为人们生

活提供便捷的同时，“停车难”问

题又困扰城市治理水平和人们

生活品质提升。截至 2020 年底，

离 石 区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约 12 万 8
千辆，城区各类停车位约 3.34 万

个，停车位缺口巨大，停车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科学系统布局，严格配建

标准，合理施划泊位，加快泊位

改造，活化停车资源，落实高效

管理，采取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

位和机动车停车位等一系列措

施，着力破解了城市道路交通难

题，市区停车状况得到很大程度

的缓解。2023 年 1 月《吕梁市停

车条例》的正式出台与施行，更

是以法治手段推动了这一民生

问题的解决，真正让市民停车有

“位”。

城市停车，是事关百姓出行

的最大民生问题，是现代城市治

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建设的

一项基础性工程。在市区金色

摇篮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刘女

士表示，自从学校附近的公共停

车场建成启用后，公共停车泊位

全天候开放，“我来这里再也不

用到处兜圈停车了！”据了解，为

缓解城市停车“老大难”问题，市

区新建停车设施，分别对如意湖

南区、知春湖、长治路税务局楼

前、永宁路路南、袁三路、中央公

园西门两侧、民生帝景楼前公共

停车场进行了修缮改造，增设停

车泊位 432 个，切实缓解了周边

区域过往停车率低、停车杂乱的

无序局面。

夜幕降临，北川河岸边霓虹

灯开始闪烁，喷泉随着动感的音

乐起舞跳跃，市民的夜生活也随

之慢慢热闹起来。在市区各个街

头巷尾的烧烤摊，熙熙攘攘的人

流，尽显夜间烟火气。

在市区步行街上，来往的车

辆川流不息，沿街的商户灯光闪

烁，每个门口都挤满了食客，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有的边走边吃，有

的还在耐心等候。在蜜雪冰城店

铺售卖窗口，王女士刚刚和闺蜜

下单买了两杯热销饮品，“下班后

最开心的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喝喜

欢的饮料，吃喜欢的美食。”除了

饮品店，在一旁的烤串店、麻辣烫

店更是深受食客欢迎。

晚 上 9 点 的 新 华 街 美 食 街

上，记者看到，一字排开的摊位和

档口灯光交错，各式各样的小吃

吸引着三五成群的食客，弥漫的

烧烤味道夹杂着叫卖声响彻上

空，浓浓烟火气中呈现出一片繁

忙的景象。

“ 饭 店 里 越 来 越 热 闹 ，8 点

到 11 点是客流高峰期，我们又

雇了 3 名服务员。”见到“兄弟烧

烤 ”摊 主 时 ，他 正 忙 着 准 备 食

材、摆放桌椅，迎接客流高峰的

到来。市民刘先生家住安居小

区，下班后约了几位好友，正在

烤串摊前挑选爱吃的小串。他

表示，在夏季约上好友一起撸串

喝啤酒是非常惬意的事情，不用

开车跑多远，非常方便。清风徐

来，惬意自在，上班族们在忙碌

一天后能在家门口享受诗与远

方。

夜间人流的汇集不仅让摊

主们获得了收益，更带动了沿街

商铺。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商铺

都开启了“不打烊”模式，店铺的

亮灯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不少市

民通过“后备厢市集”等形式主

动融入夜经济活动中。明显感

觉到入夏后，餐厅的客流量翻了

一番。

夜经济，作为促消费、激活

力的特色消费模式，近几年在不

断升温。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出，要积极培育夜间生活

消 费 业 态 ，让 城 市 的 夜 晚 亮 起

来、人气旺起来。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我市以打造城南公园

“夜经济”为牵引，拓展夜市规划

布局，打造有品质、有格调、有烟

火气的城市夜间经济，让大家真

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散发的勃勃

生机与活力。

盛夏时节，漫步于市区大街小

巷，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形式多

样的吕梁文化元素、随处可见的

“口袋公园”、完善便捷的公共服务

设施，让人深切感受到近年来我市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

滨河南北两路作为市区的一

条重要通道，近年来道路颜值得到

了大幅提升。颇有设计风格的人

行道板砖、盲道和侧石等基础设施

焕然一新，还将富有特色的吕梁文

化记忆绘制到醒目位置，使整条街

既有颜值又有内涵。沿路新建的

公共卫生间、公交站台、“口袋公

园”，让居民幸福感进一步提高。

在滨河南路建设路口，全新

的健身器材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以前这段人行步道地砖松

动、坑洼不平，很不好走，现在好

多了，新铺设的人行道干净整洁，

设计美观，各种健身器材也全部

换新，一应俱全。尤其到了晚上，

道路两旁树木和附近楼上的霓虹

灯交相辉映，在这样的美景里散

散步、锻炼身体，十分惬意。”市民

李先生称赞不已。

街巷的升级，改变了市民的生

活环境，也见证了文明城市之美。

不少群众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街头、广场、公园等空地上新增

的若干组花团锦簇、造型别致的花

卉和植物绿雕，给周边环境增添了

一抹美丽的风景。如今，在市区到

处都可以看到造型各异的大小花

景，人们漫步其间，或信步闲谈，或

小坐休憩，各得其乐。

我市以“绿化向美化转变、增

绿向增景转变，数量向精细转变”

为思路，在花卉“景观”巧“梳妆”

上谋创意、找突破。去年以来，分

别在火车站站前广场、东川河、市

图书馆、市政务大厅打造了 4 组

主题为“红心永铸 代代传承”“幸

福吕梁 文化吕梁”“书中自有黄

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开放创

新 协同发展”的立体绿雕和龙凤

桥主题花坛。多组趣意盎然、立

意深刻的绿雕花坛在展现吕梁自

然与文化融合的同时，更为我市

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提升打造了新

的“绿色名片”。

不断变美的小街小巷，还须

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我们将

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

升小街小巷市政设施、环卫作业、

绿化景观、街道秩序等管理水平，

巩固改造成果，为市民打造高品

质的城市街道空间。”市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说。

绿植、鲜花四季常新，座

椅、走廊造型别致，滑梯、摇椅

充满童趣……初夏时节的清

晨，漫步在吕梁市城区街道，

不经意间你会发现，那些被遗

忘的“边角地”早已焕“颜”新

生，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大

家赋予了它一个更有诗意的

名字——“口袋公园”。

如今，随着城市的不断发

展，受空间限制，城市内建设大

型综合公园越来越难，在这种

情况下，我市通过“拆违建绿”

“见缝插绿”“打开围墙”等方式

建设“口袋公园”，是补齐城市

老城区、人口高密度区域等公

园绿化活动场地不足、分布不

均衡等短板问题的重要措施，

也是实施城市有机更新的一项

新举措。自此，一批批“破墙透

绿”“见缝插绿”“小微绿地”的

“口袋公园”应运而生。

维夏之月，万物茂盛。 6
月 1日，在位于八一街口的“口

袋公园”内，三岁的小桐桐骑

着他喜爱的平衡车来回穿梭

在公园内的步道上。“桐桐，你

骑的慢一点，小心碰到别人。”

小桐桐的父亲王宏志一边小

心地追赶一边提醒道。

“以前带上孩子只能去公

园、广场之类的地方，现在方便

多了，出了门溜达一会就能碰到

一个‘口袋公园’，孩子们、老人

们都能在这玩耍、休息，还是很

惬意的，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得

很幸福。”王宏志高兴地说。

伴着太阳渐渐升起，滨河

北西路的“口袋公园”内，早已

热闹了起来。73岁的赵文淑奶

奶熟练地按下音乐播放键，和

大伙如往常一样跳起了健身

操。“自从这边修建起来后，我

和老伴几乎天天来这锻炼，非

常方便！”张奶奶连连称好，“不

仅这块有公园，我听其他人说，

有好多个转角、围挡的地方都

拆了，建设类似的公园，这让我

们爱运动的人多了个好去处。”

“口袋”虽小，却于方寸之

间彰显城市管理“绣花功夫”，

盘活了城市闲置资源。如今，

一批批精致美观、休闲娱乐的

“口袋公园”正焕然新生。城市

的“见缝插绿”“出门见绿”的绿

化更普及，花儿争相绽放，空气

沁人心脾，成为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为市民休闲健身、城市

绿色宜居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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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刊

图①为西崖底霖泽国际小

游园停车场。 高茜 摄
图②为夜市中的小吃摊。

康桂芳 摄
图③为“口袋公园”一角。

王洋 摄
图④为市委家属院正在加

装电梯。 阮兴时 摄

城市的变化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一头连着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老百姓民生福祉的改善。近年来，我市
的城市更新涉及方方面面，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小街小巷市
政设施，“见缝插绿”、随处可见的“口袋公园”，到四通八达的
公路网络，不断改善的出行条件，合理施划的停车位，再到提
升人们生活品质，将一个个老旧小区华丽变身，增添城市烟火
气，释放城市活力……城市中处处以“新”换“心”，传递着民生
至上的温度。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人心往之，城必兴
焉。”城市的变化向新而行，不仅是城市颜值在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更是城市内涵在日积月累中的更新重塑。城市的发
展就像一辆不断前行的列车，变换着沿途的风景，也悄然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趁着早晨凉爽，家住市委家属院的

居民王大妈来到小区晨练点，抻抻腿、

扭扭腰。“我这腰有点毛病，上楼费劲。

多亏有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惠民政

策，我住六层才能轻轻松松地上下。”王

大妈高兴地说，“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小

区现在就跟新小区一样，住着舒心多

了！”

走进市委家属院，只见楼栋墙体统

一刷新，加装的电梯平稳运行，塑胶健

身场地宽敞舒适，停车位上汽车有序停

放……干净整齐、宜居美观的小区环境

令记者眼前一亮。

去年以来，老旧小区改造中对市委

家属院屋面防水、外墙保温及粉饰、道

路工程、排水工程、园区绿化、小区车

位、健身器材等基础配套设施进行改

造，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见证了小区

“由新变老”再“由老变新”的全过程，看

到老楼披上“新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 市 委 家 属 院 是 典 型 的‘ 老 旧’小

区，小区老人多，基本每层都有老人，老

人们上下楼成了一种‘奢望’，特别希望

加装电梯。”在小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我

市住建部门更是以便民、利民、惠民为

方向，倾听人民心声，广泛听取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为每个小区“量身定制”改

造计划。

借助老旧小区改造，市委家属院老

楼加装电梯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各

方的积极推进下，率先对 1号楼、3号楼、

4号楼加装了电梯，经过几个月的运行，

居民反映良好，点赞不断，今年对 2号楼

进行了电梯加装。

加装后的电梯，通体玻璃结构大气

又时尚，运行稳当且安静，大家高兴地

说，如今只需抬抬手、按按键，就轻轻松

松上下楼了。“我 60 多岁了，以前没有

电梯的时候上下楼走走停停要十多分

钟，现在有了电梯，生活方便多了。”“以

前连出门买菜都费劲，现在每天我都要

坐电梯去小区散散步，不用爬楼梯的生

活太幸福。”不少老人为加装电梯点赞，

每天都要下来溜达几趟，锻炼、聊聊天。

随着一个个老旧小区华丽变身，享

受改造红利的小区居民感慨万分。焕

然一新、井然有序、幸福温馨……如

今成为了大家点赞表扬的高频词，

小区实打实的变化，也让大家

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聚焦城市变化

感悟发展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