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南区：文体生活做“加法”，幸福指数再“加码”
文艺活动进庭院、进楼宇

在庭院里邂逅一场艺术展览，是“上街里·赏
秋天”文化艺术活动为居民奉上的一场美学盛
宴。活动期间，市民王燕观看了“画廊周北京”延
伸展览后感触颇深：“数字时代人类是怎样生存
的，这个思考面向现代、面向未来，和我们每个人
息息相关。没想到在老城区能看到这么有思想
性的展览。”

为持续加大文艺活动频次，市南区今秋举办
首届青岛（市南）庭院艺术节，期间推出 14个“艺
术庭院”，举办 1 场艺术庭院主题论坛，成立 1 个
庭院艺术联盟，规划 4条庭院旅游线路，开展“沉
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爵士音乐、原创戏剧、艺术
展览、创意市集等活动200余场，发放免费公益观
演票2534张，受众10万余人次。同时，举办2023
年市南区全民时尚秀，推出五大版块群众文化赛
事，全网海选 20 天，评选出 134 个优秀群众文化
节目，参与人数近万人。

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拓展也促进着文化服
务提质增效。2023 年“青文驿”楼宇园区艺术季
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走进市南区9所楼宇，
开展30余场活动。“传统文化也这么‘潮’，品牌手
绳样式也能自己手工编成。”活动第一站——湛
山街道海航万邦楼宇活动中，参与结绳活动的

“白领”们兴致勃勃地跟随老师们学习编绳技
艺。活动负责人介绍，楼宇（园区）文化艺术季期
间，市南区为商务楼宇内的办公人群陆续送上了
微演艺、非遗体验、艺术沙龙、文博快展等午间文
化快闪活动。

今年来，市南区已举办公益培训课程1700多
节、城市音乐角100场、非遗进社区20场和“幸福市
南·文化惠民”进社区、全民时尚秀等文艺演出50场，
持续推进10场秋冬文化惠民精品文艺系列演出。

精品文化课教到家门口

“诗词朗诵不但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磨砺了我的意志，还让我更加了解传统诗词的魅
力和价值。”“南邻·雅韵”诗社小成员、新昌路小
学学生林峻瑶通过诗社朗读培训后，赢得了在诗
词大会上表演的机会，更激励了这个小学生深入
学习中华优秀文化的决心。

今年暑假期间，市南区图书馆开展“南邻·雅
韵”诗社朗诵培训，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典诗词
为阅读内容，提高孩子的诵读能力，吸引了300余名
学生参与。这项培训是市南区搭建平台、让群众乐
享文化生活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市南区加快推
进文化场馆建设，升级打造阅读空间“南邻绘本
馆”，为青少年提供图书借阅、学习、活动于一体的
多功能服务空间；打造市南区有声数字图书馆，成

为多终端、集成化、沉浸式的数字体验新空间；建设
5处城市书房，成为市民享受文化生活的新选择；建
立100余处“啡阅青岛”阅读服务点，配送图书4万
余册，不断拓展馆外图书服务。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 2023 年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题。学习是成长之梯，市南
区成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指导中心，建立50个家校
社协同育人服务站，100%覆盖全部社区，为16万
人次提供终身学习教育服务；启动“最是书香 最
优成长”读书行动，“悦享课堂——让学习成为最
好的养老”获评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举办“阅
享市南”好书伴成长、好书知时节、好书共读、“走
读市南”阅读研学四个系列135场，“文博市南”公
益研学课堂 100场，不断满足各类人群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终身学习体系辐射全年龄段、不同圈
层人群。

同时，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文化熏陶，
市南区提升社区文化中心的利用率、提高场所使
用效能，将精心打造800节公益课程推送到社区文
化中心，涵盖舞蹈、声乐、书法、绘画、尤克里里、布
艺、钩编、衍纸、扎染、模特、烘焙、咖啡等 35个门
类，以点单式服务模式把课程送到群众“家门口”，
提高群众文化生活的可及性。在传统消夏文化活
动领域，市南今年则以“幸福市南社区电影节”形
式呈现给居民，众多热门电影在楼院、小区、广场
等居民日常活动的文体场所露天放映。期间还有
休闲椅、主题造景、影视打卡等互动内容，营造清
凉、休闲的夏日夜生活氛围。

建成“5分钟健身圈”

“我和朋友一起去周边小学操场运动了一个

多月，不用花钱租场馆，也不用去健身房办卡，真
的省钱又方便。”八大湖街道居民陈女士说。

为拓展群众健身空间，市南区将健身设施更
新建设列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新建健身路径56
处、健身站点95个、健身设施400余件，100%开放
区属公办中小学校园体育场地设施。八大峡广
场国球主题综合体育公园、太平角健身乐园、三
明路亲子主题健身广场完工，在全市率先建成“5
分钟健身圈”。

结合区位特色，市南区开展特色全民健身赛
事，举办“时尚活力 海洋秀场”主题滨海时尚体
育季，先后开展帆船体验、荧光夜行、街头篮球大
满贯、全民电子竞技赛、水上嘉年华、沙滩趣味运
动会、沙滩足球赛、冬泳等近 20项特色体育赛事
活动。引入中国飞盘联赛（青岛站）、全国动力冲
浪板联赛（青岛站）、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暨全国
桨板U系列赛（青岛站）、全国风筝板锦标赛暨全
国青年风筝板锦标赛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协办首
届中国帆船大师赛，引导优质资源向社区、向基
层流动。定期组织健身气功、武术、广场舞、门球
等展演评比活动，举办第三届社区运动会等各类
赛事 200场，吸引近万名居民参与，实施“全民健
身技能入户工程”“金牌教练”进社区活动，开设

“百节全民健身公益讲堂”，指导居民科学健身，
为600余名市民免费进行体质监测和健康指导服
务，全力打造运动之城、体育强区。

文体生活做“加法”，幸福指数再“加码”。为
使群众学习有去处、文体活动有场次，市南区积
极探索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
动，将“文体大礼包”送到百姓“家门口”，不断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姜小凡）

围绕群众旺盛的精神文化
需求，市南区不断创新载体，拓
展服务内涵，广泛搭建人人可
参与的文体活动大舞台，不断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社区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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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运动会。

■健身器材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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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城阳区交通运输局锚定市委市政
府重要工作和区委区政府“四区一园”工作部署，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加快构建“内畅外
达、立体综合”的大交通体系，奋力在湾区都市活
力城阳建设中勇当“开路先锋”。

抓项目、稳基础，交通骨干路网
基本形成

结合新一轮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城阳区交
通运输局重点推进总投资184亿元的17项工程建
设，建设里程约67公里，年度计划完工10项，完成
投资 40.6 亿元。其中，青兰一期、红岛站开通、正
阳路跨铁路桥提升、店沙路中修、银河路（S202）崂
山界至王沙路段维修提升、路域环境整治等工程
计划任务完工。

青兰高速（双埠-河套段）改扩建工程提前两
个月于 10 月实现全幅通车，对外项目刷新“新进
度”，进一步贯通红岛、河套、高新区片区，提升了
西部城区通行能力，与新机场高速一期、新机场高
速连接线、环湾大道实现高效衔接，助推胶东经济
圈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青兰高速

（河套-黄岛段）改扩建工程、中北快速通道项目全
面开工建设，中北通道项目建成后，城阳北部片区

通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银河路（S202）崂山界至王沙路段维修提

升、正阳路跨铁路桥提升、店沙路中修三项工程建
设的完成，区域路网建设迈出“新步伐”，进一步提
升城阳区东西、南北干道通行能力，增强主城区路
网通达性。其中，银河路（S202）崂山界至王沙路
段专门增加安全防护设施，提高了道路通行舒适
度和安全水平，为城阳东部山区旅游打造了一条
亮丽的风景线。

另外，全面完成6条高速、12个收费卡口、4条
铁路、2条国省道等重点公路铁路环境综合整治计
划任务，累计整治面积 1500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225 万平方米，路域环境整治呈现“新面貌”，打造
进出青岛主城区的“迎宾通道”；赵红路大修，宏运
路等7条22.9公里农村公路全部完工，农村公路跑
出“加速度”，全面服务乡村振兴。

抓服务、惠民生，公共交通出行
品质再提升

城阳区交通运输局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以“四网合一”（铁路、地铁、有轨电车、常规公交）
一张图为目标，构建层级分明、功能明确、衔接顺
畅的一体化公共出行系统。

高铁红岛站7月1日开通运营，目前经停13趟列
次，上海、武汉、郑州、济南、日照、临沂等地旅客均可
乘坐高铁直达红岛站，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推动城阳火车站增容，经停列次由9趟增至21
趟，形成东西两极并进，南北贯通的铁路通道，为
城阳发展提供新引擎。

开通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40 条，提前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方便了红岛站、怡海路沿线、白云山片
区、上马王林庄片区市民出行。

有轨电车先后发出“海晏号”“国安号”“雷锋
号”“国家网络安全号”列车，相继打造了“赏樱号”

“蛤蜊号”等地域特色主题列车，为市民提供便捷
服务的同时，打造了线下打卡学习、传播城阳声
音、展现城阳特色的移动平台。

抓产业、筑底线，交通运输行业
平稳提效

城阳区交通运输局通过提升作风能力，优化
营商环境，统筹安全和发展，全力维护行业和谐稳
定，推动行业安全、平稳向上发展，朝着实现“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不断前行。

着力优化运输产业结构，新增货运车辆 280
辆、网约车 3365 辆，累计兑现惠企奖补资金 1660

万元，新增纳统企业20家，预计全区规上交仓邮业
实现总营收 110亿元；成功举办第六届“阳光交通
工匠机修”维修技能大赛，提升汽车维修行业服务
水平；率先在全市建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联合审
核机制，把好行业入口关。

城阳区交通运输局持续推进交通行业“两新”
党建工作，打造“‘驿’路同行，人和运畅”党建品

牌，建立“城驿家—交通服务驿站”82家，构建道路
运输行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开展公益活动 40
余次，为“两新”群体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党在“两
新”领域的影响力、凝聚力不断扩大，“两新”群体
的社会责任感、融入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推荐的
一名从业人员获评青岛市“最美交通人”。

（张 磊）

城阳：加快构建“内畅外达、立体综合”的大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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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转、活”，打造共享职工之家“城阳样板”
近年来，青岛市城阳区着眼推动工

会工作创新发展，深入了解职工需求，链
接各类服务资源，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
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区域共享
职工之家，为职工提供普惠优质服务。
2021 年以来，城阳区共筹措投入资金
1080 万元，建成 19 处共享职工之家，年
均服务职工超过5万人次。

搭起服务平台，把共享职工之家“建
起来”。城阳区以区域工会联合会为依
托，依照“1+N+15”即“1 个主体职工之
家、N 个辅助职工之家、15分钟服务圈”
的模式，开展集中建“家”行动。在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规划、设
计布局、资源整合、功能定位、资金使用
等方面充分论证，根据各处共享职工之
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建设方案。按照统一
标志标识，在共享职工之家搭建起了服

务区域职工的赋能培训教室、职工书屋、
心理健康咨询室、爱心妈妈小屋、职工子
女托管、法律服务、健身房等功能室，为
职工提供了学习、休闲、交流、健身的平
台，让职工能够就近、便捷、高效地享受
到工会组织的服务，打通服务职工的“最
后一公里”。

健全制度机制，使共享职工之家“转
起来”。城阳区遵循“常态化、可持续、管
长远”的建设思路，探索“工会搭台、企业
参与、职工共享”的服务形式，满足职工
的多样化需求。注重建家与建会相融
合，简化企业建会、职工入会流程，为共
享职工之家运转提供组织基础，陆续新
建物业、家政、物流等基层工会组织 237
家，吸收会员 2.3 万人，有效破解了小微
企业、灵活就业群体以及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参与工会活动难、享受工会服务难

等问题。注重工会牵头和市场化运营相
结合，拿出专门经费购买社会服务，借助
社会力量为进入共享职工之家的职工提
供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服务，解决了
有场地无人员运营的问题，保证了共享
职工之家的可持续发展。城阳街道城北
片区工会联合会，涵盖基层工会组织 35
家，该联合会以托普职业培训学校职工
之家为运营主体，以“70”体育俱乐部等
社会机构为辅体，设立职工法律服务站、
心理健康室、家政培训室、茶艺讲堂和羽
毛球场等18个服务职工阵地，配有休闲
阅读、赋能培训、心理健康等 11 类优质
惠工服务，为周边 15 分钟辐射圈内近 2
万名职工群众提供敞开式服务。

紧贴职工需求，让共享职工之 家
“活起来”。城阳区坚持以职工需求为
服务导向，开展共享职工之家服务项

目建议征集活动，收集建议 283 条，因
地制宜、因需制宜、因时制宜设置相应
服务项目，不断拓展共享职工之家服
务内容，实现了共享职工之家活动的

“订单化”“精准性”，以更优质的服务、
更贴心的体验吸引职工走进共享职工
之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充实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素质和技能。今年以
来，各共享职工之家先后组织开展了
快递物流外卖员工技能培训、单身职
工联谊会、元宵节猜灯谜、中医义诊、
面点制作、插花、茶艺和太极拳等活动
共 280 余场次，参与职工近 4.3 万人次，
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3200 余人。通
过系列活动，全方位满足了广大职工
的多样化需求，让职工们真切体会到
了工会“家”的温暖。

（张学贞）

■城阳区职工之家开展“惠聚心能量”心理沙龙活动，社区工会会员和老师一起交流心理方面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