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徐士萍 美编：单君

棚户区改造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搬”进幸福新生活

“1、2、3，茄子！”近日，在天津西站南广场，一
对来自陕西的老夫妇拿出手机，邀请正在巡查的
天津西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魏子栋为
他们拍照留念。“现在的天津真是大变样！30多年
前，我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才买上两张卧铺票，带着放
暑假的孩子坐着绿皮车来天津，没想到现在坐高铁
只需要6个小时，太方便了。”魏子栋一边听着老夫妇
的讲述，一边调整拍摄角度。按下拍照键的那一刻，
39岁的他很是激动：“的确，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着
变化。”
魏子栋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虽然读书、工作都在

津城，但是对于陕西老夫妇的说法，他也深有感触：“上大
学时，跟同学去北京，还得从天津站坐绿皮车，俩小时到
北京就已经觉得很快了。您看现在，京津通勤已经‘地铁
化’。从早上6时到晚上9时，两地旅客都可以通过城际列
车便捷往来。真的就是‘一条城际线，半小时通勤圈’。”
2013年，魏子栋来到西站站区办工作。在日复一日的

工作中，他见证着西站的变化。“2015年年底津保铁路开通
后，西站的客流量有了明显的上升。出发、到达车次越来越
多，时间跨度更久。虽然我们工作人员需要分时段排班，早出
晚归，但每一个人都十分有干劲，用贴心服务为旅客留下对天
津最好的第一印象。”魏子栋说。
除了贴心的服务外，硬件设施的提升也让魏子栋印象

深刻。2019年，天津市开展“三站一场”环境服务提升整治，
通过基础设施保障、站容站貌改善、运营秩序治理、运力衔接
优化及服务体验提升，站区内的运营秩序和环境有了很大改
善。魏子栋从往来旅客的口中听到了对西站环境和秩序变化
的赞许。
“那边德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楼就是原西站。我小时候，这一

片还都是平房，西站以货运、客运为主。”站在西站南广场上，魏子栋
情不自禁地向老夫妇介绍起来，如今的天津西站，作为京津城际铁
路、京沪高速铁路、津保铁路和津秦高速铁路的交会点，通过天津地
下直径线与天津站紧密相连，成为联系南北方、沟通中西部，集高速
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长途客运、公交车、出租
车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这里见证着天津交通强市的发展
变革。”魏子栋说。

这两年，随着铁路运行图调整，京津城际逐渐向西站倾斜，去年
年底，津兴城际开通运营，天津西站到北京大兴机场仅需41分钟，
这也让魏子栋对今后的出行有了更多新期待：“现在从西站出发，通
过高铁和轨道交通，不到1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大兴机场和滨海
国际机场，未来的交通会更加便捷。”与老夫妇挥手再见时，魏子栋
大声地说道：“天津欢迎您！期待二老再来天津！”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您看，当年的报纸我还留着呢！”走进邢芙蓉
位于红桥区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的家，一张8年
前的《天津日报》被她收藏在盒子里，放在书架的
最高层。打开这张2016年2月8日的报纸，“邢芙
蓉一家在新居包好了除夕饺子”的照片，异常醒
目。“这是《天津日报》当年对我们全家搬新居过新
年的报道，这篇报道也是我们一家开启幸福生活
的见证。”邢芙蓉对记者说。

今年64岁的王刚、邢芙蓉夫妇原是红桥区西
于庄棚户区居民。受益于国家棚改政策，作为第
一批搬迁居民，他们告别了居住30多年、面积不
足10平方米的老房子，搬进了和苑西区宽敞明
亮、南北通透的60平方米的安置房。“以前屋子连
个马扎都放不下，看到亲戚家住的大房子，心里很
羡慕，搬过来后，我迫不及待地买了新沙发，还换

了个大餐桌。”邢芙蓉笑着说，现在屋里空间大了，她
和老伴儿时常把刚上小学的小孙子接过来，围坐在
一起吃晚饭、看电视，甭提多高兴。
“搬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敞亮！”告别了之前在

胡同里“烧煤炉、上公厕、冬如冰窖夏似火”的憋屈生
活，现在的邢芙蓉用这句话说起新居里的新生活。

年轻时的邢芙蓉很喜欢唱歌：“可那时大家都
忙于生计，家里连个转身地都没有，哪还有心思唱
歌？”搬进梦和园之后，大家伙儿奔向幸福生活的
心气都高了，又都是之前的老邻里，彼此熟络，合
唱团、舞蹈队、模特队等各种群众队伍在大家的呼
声中组建起来。现在每周四，邢芙蓉都会和志趣
相投的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聊不完
的开心话。

近几年，和苑街道志愿服务氛围浓，幸福指数
高。“平常走在楼道里、小区里，看见垃圾就随手捡起
来，有人需要帮助就搭把手。不仅是我，街坊邻居都

一样，社区就是我们的家，大家都非常珍惜和爱护。”
邢芙蓉笑着说。

从家门口哪家早点好吃，到这周社区组织什么
活动，再到前几天降温网格员在微信里的暖心叮
嘱……邢芙蓉和记者聊着生活中的“小确幸”，不知
不觉天色渐暗，老伴儿带着小孙子回家来，祖孙俩的
笑声还未开门就能听见。“这准是放学后又在小花园
滑滑梯了，赶紧洗手，咱一会儿就吃饭。”邢芙蓉接过
孙子的外套又转头叮嘱老伴儿吃药。
“这几年，社区医院的药越来越齐全，买药也越

来越方便，我们再也不用坐着公交车去买药了。”邢
芙蓉说道，不仅如此，社区内外，健身场地、老人家食
堂、便民超市、理发店等便民服务场所也逐渐完善。

如今，在这个新家园里，“银发”可以幸福地安度
晚年、“幼苗”可以快乐成长，邢芙蓉说自己和老伴儿
的生活就像这几天新泡的“腊八蒜”一样——“越来
越有滋味”。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在津南区北闸口镇的前进村，64岁的李继
智见证了这个小村庄从“脏乱差”到“绿净美”的
变迁。

李继智一直生活在前进村。谈起过去的日
子，他总是感慨万千。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条土
路，垃圾随处可见，污水横流。“道路坑坑洼洼，平
日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李继智说。

如今的前进村已经焕然一新。
砖房小院，错落有致，条条村路平坦敞亮，稻

田荷塘相映成趣，来往村民欢声笑语萦绕耳畔。
日前，记者走进前进村，一幅美丽清新的田园图景
让人心旷神怡。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双城绿色
生态屏障建设和乡村振兴行动的推进，前进村的
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生活环

境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也全面提升。
李继智说，村“两委”从解决村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修建了道路，铺设了污
水管道，建立了垃圾分离、收集、运输和处理体系。
这些努力从源头上解决了一直困扰村庄的环境污染
问题。

此外，前进村还采取了“三格化粪池+集中管
网+生态沉淀池”的组合模式改造农村户厕。通过
打造样板，调动村民参与和配合户厕改造的积极性，
仅仅用了1年时间，每家每户的户外旱厕就全部改
为室内抽水马桶。这一举措不仅让村民们用上了干
净的卫生间，还改变了过去旱厕环境脏乱、蚊蝇滋生
的状况，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此外，粪污通
过处理变成天然有机肥料用于农田灌溉，为全村发
展生态农业创造了条件。

前进村还相继完成了绿化美化升级改造、煤改
电和自来水入户等工程。村民们冬季不必再烧煤取
暖，打开水龙头就能接到洁净的自来水，生活水平有

了显著提升。
谈起这些变化，李继智心潮澎湃。当年，他

站在种满棉花的地里，畅想着村里未来的美丽模
样。如今，这些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别看我们这是农村，但与城里没什么区

别。环境整洁，空气清新，生活设施齐全，村
里还有稻田、荷花池、休闲广场、健身设施，
住着踏实舒坦！”李继智满满的幸福感溢于
言表。

在前进村的变迁中，李继智不仅是见证
者，更是参与者。他积极参与村里的环境整
治和生态保护工作，为村庄的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前进村的“蝶变”是津南区乃至我市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村正
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越
来越美好。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推门见绿，出门入园。近些年，市民在外出游
玩时惊喜地发现，除了大型公园，越来越多小巧精
致的口袋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家门口。这些
口袋公园不仅串起了城市的精致风景，也提升了
居民的幸福感。

在河东区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一位名叫张
振霄的园林绿化管理干部，她一直默默地为城市
的园林绿化管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河东区城管委致力于建设口袋公园，
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张振霄作为园
林绿化管理科的一员，参与了多个口袋公园的建
设。建东兴路口袋公园，张振霄和同事们进行了
深入调研，了解周边居民的需求和建议。他们以
打造统一战线主题公园、合理布局空间为主旨，精
心设计每一个细节。
“推开窗户就是风景，下楼就能闻到花香，家

门口有个公园太好了！”东兴路口袋公园去年建成

开放后，周边居民纷纷点赞。该公园辐射周边中山
门北里、龙潭路、互助西里等8个社区，覆盖居民5万
余人。

东兴路口袋公园曾经是一块普通的街头绿地，
因无步道致使绿地遭踩踏、地表裸露。“我们经过实
地考察，了解到周边居民缺乏休憩场所，没有休闲娱
乐设施。为此，去年河东区城管委将这里列入口袋
公园提升改造计划，并把这块绿地打造成了符合百
姓心意的口袋公园。”张振霄介绍说。

施工过程中，张振霄和工人们并肩奋战。他们增
设了宣传栏，将其打造成统一战线主题公园；保留并修
复了花架、花坛，让绿化更具层次感；还增加了亭廊阁
榭、景石、雕塑、花架、花坛、圆椅、健身器材等设施。

经过数月努力，东兴路口袋公园焕然一新。置
身其中，居民们步履轻缓，休闲小憩，孩子们玩耍嬉
戏，欢声荡漾。
“通过提升改造，绿地景观更加精致、设计更加

合理，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居民可以在公园里驻足游
玩、运动健身，在茶余饭后有了一个休闲、健身、娱乐

的好去处，提升了城区面貌和居
民的生活品质。”张振霄说。
“边角地”变“心头爱”，“小

而美”传递“微幸福”。口袋公
园既是关乎城市美貌的细节，
也是关乎百姓获得感的身边
事。据介绍，我市绿地面积
4.5 万公顷，各类公园达到
380个。近两年，市城市管
理委加大口袋公园的建
设。截至2023年年底，全
市全年共建设完成56个
口袋公园，超过年初制定
的50个的目标。今后，
市城市管理委将继续组
织各区和有关部门开
展口袋公园的建设，
为市民增添更多“小
花园”和“会客厅”。

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村民生活环境

绿色“蝶变”前进村

城市绿化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公园“兜”起微幸福

织密交通网 出行更便捷

“这里见证着天津

交通强市的发展变革”
■本报记者 张雯婧

� 河东区统一战线主题街心公园。

▲ 红桥区和苑新居的西于庄老邻里共庆佳节。

� 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荷塘睡莲绽放。

（本报资料照片）

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75年来，在天
津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的发展征程上，总有
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与面孔。

连日来，记者走
访了 4位讲述者，他
们以亲身经历讲述天
津这片热土上的生动
故事。让我们跟随他
们的视角，真切感受
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
与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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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 共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