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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玉全 记者于

悦）日前，汪清站派出所民警

与汪清线路车间爱心团队成

员再次踏上熟悉的乡间小

路，带着生活物资和学习用

品敲开了汪清县大兴沟镇小

学学生小言的家门。这场持

续了3年的“爱心接力”，正

悄然改变着小言的命运轨

迹。

3年前，汪清站派出所

民警发现小言独自在铁路上

摆放石子玩耍，十分危险，民

警立即将小言带到安全地

带。在交谈中，民警得知小

言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小言由家中老人照料。看着

小言胆怯的目光，民警决定

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孩子。

3年来，对小言的帮扶

已经成为汪清站派出所的一

项惯例。每个季度，民警都

会联合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为小言送温暖，还会前往学

校与老师沟通，全方位了解

小言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

与同学相处情况等，及时掌

握他的成长动态。逢年过节

小言父母回家时，民警也会

带着慰问品上门慰问。

“警察叔叔给我讲了很

多安全知识，对我很好，还鼓

励我要努力学习！”小言举起

手中的新书包，稚嫩的脸庞

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从最

初的内向寡言，到如今主动

分享校园趣事，小言的眼里

多了一份自信和阳光，孩子

的转变让所有人欣慰。临别

时，民警鼓励小言：“要好好

读书，长大后也要去帮助别

人。”

爱如涓流，终成江海。这场持续3年的温暖守

护，正照亮留守儿童的成长之路，也传递着社会治理

的温度与力量。这场“爱心接力”是警企携手、社会

共治的生动实践，也让更多人意识到，留守儿童需要

的不仅是物质帮扶，更需要情感联结与成长引导。

汪清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

“警企校家”四位一体模式，让更多儿童在关爱中茁

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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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市中心，毗邻人民大街与吉林大学的牡丹园，以其6.56公

顷的绚烂花海成为城市名片。这座东北地区最大的牡丹专类精品观赏

园，不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更以绝美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市民与游客流连忘返的“都市桃源”。

历史回眸：从公园旧址到文化地标

牡丹园的历史可追溯至1933年，原名牡丹公园，与大同公园（今儿

童公园）、白山公园（今杏花村公园）同期以黄瓜沟溪流水系为轴修建。

园内标志性建筑“鸣放宫”为日式风格建筑，历经岁月变迁，于20世纪

50年代由吉林大学代管，并改建为校礼堂。时任校长匡亚明为其题名

“鸣放宫”，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意，象征学术自由与文化繁荣。

如今，这座建筑已成为长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静静诉说着城市的历史

脉络。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这座承载着城市集体记忆的园林在时代浪

潮中几经浮沉。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这座公

园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匠心重塑：打造“一园一品”的牡丹胜境

1998年，长春市政府启动牡丹园重建工程，提出“一园一品”理念，

首次从山东菏泽、甘肃等地引种牡丹600余株、芍药1000余株，为专类

观赏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2013年，园区再度升级，融入诗词竹简墙、

卷轴展示台等文化元素，白钢牡丹雕塑与“国色天香”景观灯点缀其

间。仿古亭廊、花岗岩拱桥与木栈道环湖而建，形成“牡丹—石—林—

水”的生态画卷，让游人在移步换景间感受古典园林的雅致韵味。

“我们从1998年开始首次引进牡丹，2000年时，又从西北引进600

多株紫斑牡丹。”长春市文化广场绿化管理中心牡丹园管理所副所长于

梦介绍，当时从不同产地引种不同牡丹到长春，观测它们在长春的气候

条件下的生长情况。经过多年观测，技术人员发现西北紫斑牡丹在长

春地区冬季无需任何人工保护，就能陆地越冬。而中原牡丹和国外牡

丹经过简单的防风防寒措施，也能陆地越冬，突破了牡丹在东北寒带地

区无法大面积陆地栽植的技术瓶颈。“这株牡丹花就是我们从河南洛阳

引进的中原牡丹，名为‘如花似玉’。相较于其他品种，中原牡丹植株较

矮小，但花朵硕大、颜色鲜艳，深受游客喜爱。”于梦指着一株粉色牡丹

说。

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牡丹园成功突破了“牡丹不过山海关”的传统

认知。目前，园内的牡丹已达139个品种、7600余株，涵盖姚黄、魏紫等

传统名品及国外引进的新优品种，并配植2000余株芍药，形成“牡丹谢

幕芍药登场”的接力盛景。

城市客厅：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如今的牡丹园，早已超越单纯的赏花功能，成为长春的城市会客

厅。游人漫步其间，驻足观花，拍照留念，沉醉在“国色天香”的初夏胜

景中。

“每年5月中下旬盛花期，日游客量超5万人。今年，第八届牡丹文

化节以‘牡丹华韵·盛世雅集’为主题，采用‘赏花+市集’模式，新增特色

打卡点位，串联游览路线，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长春市文化广场绿

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杨竣童表示，为了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今年牡丹

园精心策划，融合文化、艺术、公益与生活美学，推出丰富活动，让市民

在赏花之余增添游园乐趣。

时值正午，牡丹园里繁花似锦，香气馥郁，游人如织。阳光洒落，花

瓣上流转着晶莹的光彩，更显雍容华贵。“20年前，这个牡丹园面积不

大，牡丹品种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但当时也觉得很新鲜，牡丹花开时节

总会和家人来逛一逛，因为以前赏牡丹要去洛阳、菏泽等地。一晃这么

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牡丹园一派国色天香的景色，我们的生活也像这盛

开的牡丹一样绚丽多彩！”正在赏花的长春市民王女士感慨地说。

从历史记忆到城市名片，长春牡丹园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更以

绚烂花海与深厚文化，成为市民心中的诗意栖居地。未来，这座“都市

桃源”将继续绽放，书写更多属于长春的芬芳故事。

长春牡丹园：书写东北花事新篇
本报记者 吴茗 韩雪洁 实习记者 李思 袁佳

本报讯（李晨铭）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

之际，通化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先后前往白车轴度假

区、公益村等开展司法助企惠民活动，为企业纾困解

难，为乡村送去“法治春风”。

在白车轴度假区，法官与景区负责人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现状及法律需求。针对旅游行业

常见的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游客权益保障等问题，

法官结合典型案例，从法律风险防范、纠纷化解机制

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在公益村支部委员会，法官

与村干部围坐一堂，针对村民关注的用工合同规范、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焦点问题，法官结合民法典、

土地管理法，讲解了身份信息核验、集体土地管理法

规、经营台账建立等操作规范，将法律规范转化为可

感知的乡村善治效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可

持续法治制度保障。

今后，通化县人民法院将持续通过巡回审判、普

法宣讲、风险预警等多项举措，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撑腰”，为美丽乡村建设“添彩”。

送法讲法 助企惠民

富丰家园小区居民与物业共建共治，让小区更温馨。

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供图

今年召开的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2025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要聚焦发展、民生、安全、生态、党建“五大工

程”，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

好”建设。关于“四好”建设，去年住房城乡建

设部就曾提出要系统推进。在住建系统发布

的4项“技术导则”中，《好小区技术导则》体

系构建提及了健康舒适、治理韧性、基础设

施、邻里和睦等12个二级指标，为各地打造

高品质小区提供了清晰且精准的方向指引。

“好小区”无疑是广大居民梦寐以求的居

住环境，而打造一个“好小区”绝非一蹴而就，

往往需要物业、社区、居民三方共同努力。多

方协同共建，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以“美

好家园”为代表的一些小区已经在迈向“好小

区”的道路上走在了前列。近日，记者走进长

春市富丰家园小区，看一看“好小区”是如何

炼成的，深度探访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物业发展公司、柳影街道富丰路社区和

居民是如何合力提升幸福指数的。

从棚户区到“美好家园”的蜕变

富丰家园小区隶属长春市柳影街道富丰

路社区，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昔日作为长

春市棚户区改造的重点项目之一，曾承载着

众多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回溯到

2007年，这里还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基础

设施落后，居住环境堪忧。经过3年的改造

建设，2010年6月，523户居民满怀憧憬回迁

入住，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回迁初期，这里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邻

里关系生疏、物业服务亟待提高、社区治理方

面矛盾丛生。然而，如今的富丰家园早已旧

貌换新颜，成为全国“美好家园”的典范。这

一大变化的背后，凝聚着长春房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以“国旗奶奶”为

代表的党员居民以及富丰路社区齐心协力、

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付出。

长房物业接手富丰家园后，便将服务理

念深深植入每一位员工心中，不仅承担起小

区安全保障、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工作，更是

化身居民生活中的贴心助手。无论何时，只

要居民家中出现下水道堵塞、暖气突发故障，

甚至家中有人去世等突发紧急状况，富丰家

园长房物业公司经理孙双贵总是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竭尽全力协助解决问题。长房物业

发展公司西部区域经理刘正德还自掏腰包为

小区购置灯箱、花卉、饮水机等物品，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对小区的热爱与责任，温暖了每

一位居民的心。

2021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开展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

建美好家园”活动评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选

树一批管理规范、环境优美、居民满意的“美

好家园”小区。富丰家园小区凭借长房物业

的精细化管理和居民的共同努力，成功入围

并成为全国100个“美好家园”项目之一。这

不仅是对小区管理水平的肯定，更是对长房

物业与居民共建共治模式的认可。

98%以上的业主满意率是如
何做到的

谈及长房物业，富丰家园小区的居民赞

不绝口。每平方米0.3元的物业费多年来未

曾涨价，然而物业服务居民的热忱却与日俱

增，愈发高涨。

“我觉得物业、社区、党支部，联合起来办

事儿，老百姓特别满意。咱举个例子，为了杜

绝飞线充电现象，物业公司的刘经理马上带

人清理车棚，当天就把那边变成可充电的区

域，处理啥事特别及时。”居民王桂萍感慨地

说。她还能经常看到物业经理孙双贵“能上

能下”的忙碌身影——能“上”，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情况下敲掉13楼楼顶的冰溜子，排除安

全隐患；能“下”，毫不犹豫地爬进下水道为居

民解决淤堵难题。居民们将一切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王桂萍说：“我家厨房下水管

坏了，我拧不下来，孩子又住得远，孙经理告

诉我买什么样的，然后帮我换上。这其实并

不属于物业的常规工作范畴，但只要居民们

有啥困难，他都会亲自帮忙解决。”

提起孙双贵的服务精神，居民们打开了

话匣子。有一次，一位独居居民突发疾病在

家中不幸去世，邻居发现多日未曾见到他，便

急忙找到了孙双贵。经过与社区、辖区派出

所多方沟通协调，打开房门后，才发现老人已

离世。孙双贵帮去世的居民穿寿衣，他的这

一善举被大家传为佳话，居民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称赞：“一般人真做不到这样，孙经理是

个好人！”

物业管家贴心服务居民，居民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支持物业，主动清理园区卫生、协

助指挥车辆停车入位……富丰家园小区在社

区物业党建、促进小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物

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为群众办实事等

诸多方面做了大量扎实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2008年建成的棚户区改造物业项目，时至今

日依然保持98%以上的业主满意率。如今，

小区成为网红“打卡”地、学习“打卡”地、升旗

“打卡”地、传承“打卡”地，全方位推动了小区

整体环境提升。

党建引领 居民当家

在富丰家园，党建引领宛如一座明亮的

灯塔，照亮了小区发展的前行之路。自2012

年小区成立党支部，由备受尊敬的“国旗奶

奶”张秀英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党支部便积

极引导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党

建引领下，小区紧紧围绕“四好”建设目标，积

极探索创新治理模式，将党的工作触角延伸

至小区的每一个角落。

张秀英与老伴梁金华都是老党员，在与

长房物业的协作方面，他们积极搭建沟通桥

梁，将眼里看到的、居民反馈的问题，及时传

递给物业，还常常提出解决方案，有效解决了

小区治理中的诸多难题。例如，针对小区停

车难问题，张秀英与物业经理孙双贵多次实

地勘察，共同规划新的停车位，优化停车管理

方案，极大缓解了停车压力。

梁淑清住在富丰家园小区附近的小区，

起初是被升旗仪式吸引而来的，成了小区里

的常客。后来还加入了舞蹈队，一跳就是近

10年。经常参加舞蹈队的活动，梁淑清总能

看到孙双贵的身影，“你看人家既是经理又是

员工，亲临一线去指挥，亲自跟着干，我们看

到都很感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居民，甚至

是像梁淑清这样的“外来人口”，也常常在小

区里伸出志愿服务的双手，和张秀英等老党

员们共同维护小区优美的环境。

富丰家园小区的成功治理也离不开富丰

路社区的大力支持。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

量，社区为小区物业和居民搭建了沟通协作

的平台，推动了共建共治模式的落地实施。

获评“美好家园”后，长房物业并未满足

于现状，而是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进一

步加强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协作。富丰家园

小区的经验也为其他小区的建设和治理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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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下旬，长春市牡丹园里牡丹花

盛开，“国色天香”的盛景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往观赏打卡。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