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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在我
看来，物业和业主是一家
人的关系。”在王淑燕眼
里，物业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她实现自我价值
的桥梁。

11 月 5 日下午，记者
到访时，宁夏中房西宁物
业公司府邸项目部经理王
淑燕还伏在桌前不停地忙
碌着。清瘦的身躯、利落
的发型、亲切的笑容是记
者对她的第一印象。自
2007年踏入宁夏中房公司
的那一天起，王淑燕便全
身心地投入到物业服务工
作中。在她的讲述下，一
位基层物业人的工作场景

“跃”入记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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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藏咽喉，商贸重镇，丹噶尔古城曾经以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而
声名远扬。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青海高原上的历
史名城经历了从繁华到沉寂的过程，“名城”
逐渐变成了“旧城”。在保持明清老街文化遗
产保护与商业活力的同时，推动古城内部的
现代化转型，成为了当地政府面临的一大挑
战。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启动，为这里的发展
寻找到了最佳的答案。

10 月 26 日，在跟随南京市挂职干部、湟
源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翟龙深入古城采
访中，记者听到了这位思路清晰、目光长远、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东部挂职干部对古城
更新发展的整体规划，看到了古城内从道路
翻新、危旧房改造，到让文物活起来、业态多
样化等建设发展新图景。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这是这是““协作协作””的内涵的内涵

四年前，翟龙带着东部理念、东部经验、
东部模式来到湟源县。

“我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我看来，东西
部协作的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最重要的目标
是产业互补，最难的工作是理念互通，最重要
的手段就是人员互动。通过人员往来，以项
目建设为关键载体实现理念的互通，进而形
成产业互补的良好态势。”翟龙说道。

丹噶尔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占地555
亩，这里有13处文物保护单位、41处历史建
筑、17处大小景点以及251个民居。古城的
运营堪称世界难题，摒弃“大拆大建”的思路
后，怎样改造才能避免走弯路呢？带着这样
的问题，翟龙和改造团队对丹噶尔古城的更
新改造运营方案进行了多达九个版本的升
级，每一个版本都凝聚着他们在不同阶段对
古城发展的深入思考和精心打造。“第一版的
改造展板是我自己画的，后面的版本则是整
个团队智慧的结晶，到第九版已经愈发成熟
了。”翟龙笑着说。

古城改造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关键项目，
在南京市各方的推动下，借鉴南京老门东历
史街区“小尺度、渐进式”的微更新理念得以
迅速实践。2024年，南京市落实东西部协作
资金4200万元，湟源县实施项目14项，其中
丹噶尔古城改造项目1609万元。

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一条“国企+专
业运营商”的党、政、企合力打造之路围绕丹
噶尔古城改造发展运营正式开启，推动丹噶
尔古城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

怎么微更新？第一公建项目示范更新，
第二民居改造自我更新，第三共建院落有机
更新。公建项目示范更新，就是极大地利用
各乡镇集体收益资金，开启组团发展，打造

“丹城宿集”民宿酒店发展模式，2024年共吸
纳各村村集体资金 3560.46 万元，争取东西
部、乡村振兴、中央预算内等各类资金11434
万元，打造 7 处民俗酒店，提升古城文旅体
验，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民居改造自我更新，就是将有意愿改造
的民居住户激发起来，通过自我更新改造实
现老旧民居翻新，改造后的整体面貌与古城
整体规划一致。对于剩余部分没有能力改造
和不愿意搬走的居民，采取了共建院落有机
更新的方式，由政府出资改造，一个院落通过
改造可以入住8 户居民，实现了居民的安居
和古城更新的共同目的。

渐进式微更新渐进式微更新，，让古城活起来让古城活起来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种模式
和制度的建立，就可以将古城的发展引入有
序、规范、长远。

2023年，湟源县与南京园林院、南京历保
集团、雷奥设计公司签订《湟源县丹噶尔古城
景区合作运营合作协议》，5名文旅专业人才
联合湟源丹青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丹噶
尔古城项目联合工作组，开展丹噶尔古城资
产运营、景点打造、文化演艺、公共服务、市场
营销及商业街区等方面的合作共建。

根据古城定位和研判，按照 5:4:1 的比
例，锚定 50%的本地常住人口及周边游客、

40%的省域外热门景点游客、10%的特色赛事
大型活动定制游客，形成定向游客引流。制
定了古城“T”轴业态发展定位，构建东西大
街及大什字街功能带，横轴发散式配套酒店
民宿，纵轴以休闲商业区、非遗特色展示区、
古城会客厅串联多条街巷及四大广场节点，
构建主客共享街区。

随着一系列招商引资管理办法及优惠措
施的实施，完成了东西部协作项目日月臻品
馆、丹城礼物文创店、羌韵霓裳旅拍店、福鹿
源、民谣火塘、肖婆婆砂锅等特色店铺培育，
古城业态不断提质丰富。排灯、剪纸、陈醋、
香包、青稞酒等非遗技艺入驻景区，古城业态
持续丰富。截至目前，古城景区国有商铺共
97家，目前经营84家，二十四院落已盘活13
家。

2023年，古城接待游客111.5万人次；今
年截至 10 月中旬，古城累计接待游客 19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9%，带动消费 1515 万
元。

“丹噶尔古城项目是大型核心历史文化
名城项目，关乎城市更新和文旅项目发展，这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项目，我们团队干劲十足，
希望留下属于东西部协作的印记。”丹噶尔古
城项目联合工作组组长吴越舟说道。

由内而外由内而外，，古城处处展新貌古城处处展新貌

漫步古城，所见之处皆是变化。
采访当日，中油燃气湟源分公司经过一

下午的忙碌施工，又让2 户古城居民家中接
通了清洁天然气。至此，已有88户古城居民
完成燃气入户，而燃气改造工程仍在持续推
进。

有2户古城居民正在新改造完的民居中
宴请宾客，亲戚朋友纷纷前来祝贺。民居布
局合理、装修现代，住房品质可与别墅媲美。
更多民居正在进行全面改造，居民回流现象
明显，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一位难求的古城二十四院落 18 号院人
气爆棚，特色湟源美食与惬意的小院式就餐
环境，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

年轻人回乡创业热情被点燃，在古城开
办起民谣酒吧的虎旦扎西看到了古城发展的
希望，古城的夜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

此外，河湟民宿、和平乡驿站、大华卡约
驿站、申中驿站这4 处各具特色的高品质旅
游民宿示范项目以及古城非遗文化展示长廊
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位于南城
壕的立体停车场已基本完工。古城的业态招
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商户的关注。

两年多来，湟源丹青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宝明在实践中学习经验，他感慨
道：“从思路、框架到顶层设计，古城的微更新
是将理论落到了实处。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
升空间开发价值、优化居民生活环境，我们都
亲眼见证且真正学到了。东西部协作让历史
名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记者手记：

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崭新变化与满含希
望的改造工程，凝聚着东西部协作的高瞻远
瞩与卓越成效。

湟源丹青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两年多
来，注册资金达1.8亿元，业务拓展到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等多个方面，有效发挥了国企职
能作用，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简单应对复杂”的发展究竟需要什么？
市场导向在何处？政府通过奖补政策加以引
导，创新点也随之涌现。从北大路2023年的
改造，到南城壕 2024 年的建设，再到计划于
2025年开展的走街串巷改造，随着基础设施
逐年升级，干部们信心倍增，百姓的满意度也
越来越高。

在丹噶尔古城的改造中，我看到了一位
挂职干部的深刻思考，看到了他们一步一个
脚印干出来的斐然成绩，这是一位又一位挂
职干部接续为东西部协作交出的答卷。

丹噶尔古城在蓬勃发展中焕发出熠熠光
彩，湟源县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记者 晴空）

从“小白”变身引导人

“我来宁夏中房已经第 16 个年头了。
最早从事的是调度接线员的工作。”虽然在
派工岗位上做得十分出色，但王淑燕依然
主动要求到项目管理岗上接受锻炼。面对
从未接触过的工作内容，她没有退缩。穿
梭于街头巷尾，奔波于楼上楼下，把服务的
小区当作自己的家，成为了她的真实写
照。“我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好地为
业主提供服务。”王淑燕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淑燕凭借自己出
色的工作能力成为了项目经理。夏都大厦
是王淑燕接手的第一个项目，从前期建设
到楼盘交工，再到开展物业服务，她都全程
跟进。270家住户，王淑燕用了3个月的时
间逐个进行走访，才完成了业主档案登
记。装修管理、日常服务、业主提示……每
一项她都参与，在日复一日地尽心工作中，
王淑燕赢得了越来越多业主的认可。

“针锋相对”的业主变身忠实客户

尽管过去了10多年，一些事情仍让王
淑燕记忆犹新。

“当时有户业主来验收房屋，发现房屋
存在一些小瑕疵。”看到新购买的房屋存在
问题，业主的情绪不免有些激动。“当时房
屋仍在保修期内，这些小问题其实都能解
决，但业主听不进去我们的解释。”王淑燕
回忆说，“沟通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双方还
起了争执。”等到争执平息，王淑燕再次找
到业主进行反复解释。经过后期及时跟
进，房屋瑕疵问题得到了有效处理。

真正改变业主态度的，还是入住后的

一件事。一天早上，业主的爱人买菜回来
的时候一不留神崴到了脚踝，安防员发现
这一情况后立刻将她送到医院并陪同检
查，等到业主赶来时一切都已经处理妥
当。“当时业主特别感动，还给我们送来了
一面锦旗。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宁夏中房
的忠实客户。”说到这里，王淑燕的脸上写
满了自豪。

把老人的难处放在心上

“目前宁夏中房实行‘物业+养老’服
务模式。我们会更多地关注小区里的独
居或者空巢老人，给他们带来温暖。”供暖
前期，物业接到了一位 80 岁独居老人的
求助。王淑燕说：“当时老人家里两天没
有电，屋里的取暖设备也无法使用。”王淑
燕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查看，才发现是由于
电费欠缴导致的停电。她手把手帮助老
人在手机上完成缴费，并记下了老人儿女
的联系方式，嘱咐安防员、管理员等随时
到老人家门口观察，定期敲门确认老人状
态。

一路上的困难与收获锻造了如今“严
于律己、率先垂范、用心管理、贴心服务”的
物业人。在采访结束时，记者见到了住户
刘阿姨，谈及小区物业，她止不住地点赞：

“物业的服务很好，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把
钥匙留给物业，特别放心！”刘阿姨拉着王
淑燕的手，脸上满是笑意。

（记者 李静 摄影报道）

我们小区的物业故事我们小区的物业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贾权军）近期，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兰雀山脚下的向化藏族乡驿
卡村廉洁皮影创作展馆内，一场廉洁文化
皮影戏展演活动成功举办，吸引干部群众
驻足。

大通县纪委监委依托河湟皮影戏传承
地优势，注重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廉
洁文化建设相结合，组织创编以廉政教育
为题材的皮影戏作品，把中央八项规定等
内容融入其中，并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
腐倡廉莫松懈，八项规定是良药……”此
前，该县纪委监委联合向化乡纪委推出皮
影戏剧本《八项规定要牢记》。该剧本在唱
词中加入纠治歪风、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
内容，通过正反对比，引导党员干部加强自
身作风建设，带头抵制违规吃喝送礼、公款
旅游、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四风”问题，不
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在县纪委监委协调推动下，截至目前，《廉

洁文化进万家 清风明月守初心》《做清正
廉洁的人民公仆》等6部皮影戏剧本创作
完成，展演50余场次，3万余人观看。

为进一步营造崇廉尚廉氛围，该县纪
检监察机关不断探索廉洁文化建设形式、
拓展传播载体。以重要节日等节点为契
机，组织协调本地手艺人将廉洁文化元素
融入青绣、砂罐、毛纺织、农民画等当地民
俗工艺和艺术作品中，在广场、公园、大街
小巷进行展览，让干部群众在感受民俗魅
力的同时接受教育熏陶。在该县纪委监委
先前组织的廉洁文化宣传月展演活动现
场，带有莲花图案的虎头鞋凭借精美的手
艺做工，以“莲”喻“廉”的寓意受到群众喜
爱。

“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民俗文艺与廉洁
教育的融合文章，继续加强对廉洁文化的
阐释和传播。”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

历史名城 焕发新生
——“宁宁协作 共赢未来”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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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本地特色资源 文艺倡廉扬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