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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邱一漫 文/图

住宅小区关系千万家，小区的管理
改造与民生息息相关。近日，海都记者
跟随泉州市城市管理局考评中心工作
人员一行来到丰泽区东湖街道圣湖小
区，实地探访该小区改造管理成效。

今年来，圣湖小区大力推行“6+x”
多方联动机制建设，利用闲置空间、破
旧架空层等建起小公园、百姓舞台、文
化长廊，对环境进行优化、美化，小区
整体面貌得到大提升，营造了宜居、乐
居、利居、安居的功能完善、品质高尚
的小区形象。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 讯 员 石 宣 文/图）

“吱！……”65岁的店员郑
先贵板直了下身子，慢慢地
关上了铁门，时间停格在
11 月 15 日傍晚 6 时 02 分。
位于石狮市湖滨街道曾坑
社区金曾一路的“永恒阳光
馒头店”（本报 8 月 6 日
A04版、11月5日A06版、
11月 11日 A07版曾作相
关报道），在坚守了 10 年 3
个 多 月 之 后“ 光 荣 谢
幕”。“本店所有馒头免费送
给各种困难人群，不对外售

卖，请谅解。”这块竖立在店
门口整整十年的红色招牌，
也从此从市民的视野中消
失了。据粗略计算，十年
间，石狮“永恒阳光馒头店”
免费送出馒头超过 300 万
个。

郑先贵告诉记者，14
日晚 9时，他和店长阿峰用
完了最后一袋面粉，做了约
500 个馒头。15 日早上 7
时，馒头店像往常一样准时
开店，直到傍晚 6 时，还有
数十个馒头没送完，“天气
冷了，来领的人也少了。”

“关掉真可惜！”建筑工
刘师傅是最后一位来馒头
店领馒头的“顾客”，他从重
庆来石狮打工已有 10 多
年，这家馒头店开店后，他
常到这里领馒头，“我就住
在曾坑附近，傍晚下班比较
晚，领两个馒头就能对付一
餐，非常感谢这家馒头店！”

“闭店”消息发出的这
半个月，一些曾捐款或者计
划帮助馒头店的爱心人士
纷纷向阿峰来电核实有关
事宜，并表达捐款意愿，阿
峰均一一婉拒，“这个月没

有再接收捐款，这样对大家
才能有个交代”。因为还有
事业在石狮，关店之后，阿
峰还会留在这座城市，义工
郑先贵则计划返回贵州安
顺老家。“如果老郑想留下
来，可以继续到我那边帮
忙。”阿峰说。

“确实有太多不舍得，
毕竟十年青春在这里。”对
于下一步打算，阿峰表示，
先回归个人的正常生活与
事业，“如果经济和时间允
许，我会重新弄（馒头店）起
来。”

闲置空地变身中心花园 圣湖小区面貌大提升

□“小小爱心馒头 吃出最暖人情味”追踪

再见，永恒阳光馒头店
这家温暖石狮十年的爱心馒头店正式闭店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我和我老婆户籍都不在
丰泽区，而我又长期在泉
州工作。原本计划请假回
老家去办结婚证。得知结
婚登记可以全省通办了，
就赶紧挑个好日子过来办
证。不用特地跑回老家，
真的很方便。”昨日，来自
平潭的郑先生和来自永春
的陈女士，开心地跟泉州
丰泽区婚姻登记处的工作
人员分享他们的好心情。

原本，两人的户籍不
在丰泽区，无法在丰泽区
办理结婚登记。实行新政
策后，只要福建户籍的居
民，持有丰泽区的有效居
住证，便可以在丰泽区婚
姻登记处进行结婚登记
了。

记者了解到，想要登
记结婚却因为在外地工作
的情侣们，再也不需要请

假回“老家”登记结婚了。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
开展福建省内地居民结婚
登记“全省通办”的通知》：
从 11 月 1 日起，福建省内
地居民结婚登记开启“全
省通办”模式，这也就意味
着，想要登记结婚无需回
到户籍地也可以办理。

以往办理结婚登记，
需要到男女一方常住户口
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而“全省通办”，则是将
福建户籍居民的结婚登记
放宽到由一方当事人常住
户口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
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除按照《婚姻登记条例》规
定需要提交的证件外，还应
当提交一方当事人经常居
住地的有效居住证。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
证以及涉港澳台、华侨、涉
外国人的婚姻登记不在此
次“全省通办”的范围内，
有以上需求的人，还是需
要根据原政策进行办理。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郭思婧） 走进泉
州市洛江区河市镇坛顶村，
你会看到各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设置的公共视频设备，
正在 24小时不间断记录着
路面上发生的一切。不少村
民的房前屋后，也安装了视
频设备，并接入村级、乡镇和

公安视频平台，守护着村民
人身财产安全。

昨日，记者从洛江区获
悉，今年以来，洛江区聚焦
群众反映的平安乡村、邻里
纠纷、环境卫生整治等难
点、堵点、烦点问题，在全市
率先探索建设“厝边守望”
平安惠民工程，完成第一批

5000路“看家护院”视频探
头建设，接入村（社区）、乡
镇（街道）及派出所视频综
合平台，着力解决农村地区
治安巡防力量不足问题，推
动一线信息掌握到位、矛盾
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
便民服务到位。1—10月，
全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1.2%，传统“盗抢骗”案件
同比下降 26.8%；有效化解
邻里矛盾纠纷251起。

此外，居民还可以通过
手机端、PC 端软件管理监
控、语音对讲等，实现在外务
工人员随时随地与家中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进行亲情互
动。

5000路视频探头 为民“看家护院”
洛江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建设“厝边守望”平安惠民工程，守护居民人身财产安全

“领证不用再回老家了”
11月1日起我省居民结婚登记

可“全省通办”

圣湖小区建于1997
年，占地面积 18万平方
米，小区现有 46栋居民
楼，居住人口 5300 多
人。由于建设年限久，
缺乏整体完善的规划布
局，配套设施老旧、老化
严重，景观绿化缺乏养
护，绿化缺损黄土裸露
严重，架空层闲置、脏乱
差现象等，严重影响小
区整体形象，及居民生
活质量和小区品质。

为改善小区居住环
境，今年来，圣湖社区居
委会下大力气，利用闲
置空间、破旧架空层等
建起小公园、百姓舞台、
文化长廊、休闲步道等，
这些微改造使社区变得
更加和谐，让居民生活
更加幸福。“小区环境变
好了，居民的家园意识
也提升了，大家都积极
踊跃参与到社区管理
中，为小区出谋划策。”吴
淑贤说道。社区党委在

此基础上，趁热打铁，大
力推行了“6+x”多方联
动机制建设，共建美丽
家园。“6+x”的6主要是
社区党委、居委会，还有
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
单位、老人协会、业主代
表等，大家来共同参与
协商，参与小区管理，从
而解决管理当中的一些
痛点难点问题。

记者获悉，近年来，
在泉州市城市管理局考
评中心的督改下，圣湖小
区的考评成绩从原先的
60分上下到如今稳定在
80分左右，居民幸福感、
安全感明显提升。接下
来，市考评中心将继续对
住宅小区数据库进行梳
理更新，按小区新旧、物
业费，及楼栋数等进行分
类归整，进一步提升住宅
小区精细化考评。同时，
呼吁辖区及物业能及时
落实问题整改，携手共建
品质泉州。

“这两年，小区的环境
卫生发生太大变化了，干净
整洁又美丽，生活在这里的
居民幸福感与日俱增。”走
进圣湖小区，在这里生活了
20 年的居民庄惠榕按捺不
住心中的喜悦，向记者分享
道。她说，尤以中心花园区
域变化最为突出，中心花园
包含四座小广场，即邻里广
场、亲子广场、儿童游乐场
和百姓舞台，以及环绕花园
的健身步道。这些广场原
本杂草丛生，无人打理，无

活动空间，环境脏乱差。
记者来到中心花园看

到，经过一番精心改造后，
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雅，
堪比公园。环境改变的同
时，这里也成为小区老人、
小孩、年轻人休闲活动的好
去处，居民在干净的长椅上
悠闲聊天，孩子们在游乐场
嬉戏打闹。“改造前，小区道
路两侧停满车辆，我们平时
只能前往就近的刺桐公园
锻炼，现在有了公园，不出
小区就能锻炼身体了。”庄

惠榕说道。
圣湖小区13幢西侧，是

庄惠榕口中的邻里广场，原
先这是一块空地，雨天泥泞
不堪，如今变成了一个小广
场，有凉亭、健身器材、休闲
桌椅。天正晴，不少老人坐
在凉亭娱乐休闲。而从百
姓书房走出，便是百姓舞
台，周边地面硬化铺上了透
水砖，这也是由一块黄土裸
露的闲置空地改造而成的。

而居民楼的架空层，也
来了个大变样。“这些架空

层改造前破旧不堪，墙面多
有剥落、渗水等情况，一遇
下雨天，地面泥泞不堪。”圣
湖社区党委书记吴淑贤介
绍。为进一步改造居住环
境，他们对架空层进行微改
造，硬化地面，修复墙体，绘
制移风易俗、尊老爱幼、家
风家训等文化主题墙，走进
这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文
化气息。而干净整洁的休
闲空间，也吸引居民积极参
与进来，主动捐出家中闲置
桌椅、沙发，供邻里休憩。

市考评中心：
60分上升至80分
居民幸福感提升

走访：环境改善的同时 提供充足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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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的儿童游乐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