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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人防、社区纳凉点织就高温“关怀网”

城市清凉地图来了
近段时间持续高温，多地政府与公共服

务机构主动开放公共空间，将“避暑”这件小

事转化为民生服务的精细课题。这些举措不

仅体现了对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等特殊人

群的体贴，更以闲置资源再利用的创新思

维，展现了城市治理的柔性与智慧。当防暑

从个体需求升级为公共议题，一座城市的文

明底色便在这样“不被打扰的宁静”中悄然

彰显。这份夏日里的清凉，恰是“人民至上”

最生动的注脚。

地铁开放纳凉提供避暑空间

炎热的夏日中午，深圳地铁深云站纳凉

区里安静凉爽，来自附近工地的务工人员在

此休息，这份“不被打扰的宁静”近日被网友

拍成暖心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受到成千

上万网友的点赞。

在有需求有条件的地铁站试行纳凉区，是

深圳地铁近年来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地铁7

号线深云站纳凉区于2024年开设，专门配备

了桌椅和防暑药品等。“去年以来，车站附近育

才中学桃源校区项目、塘朗山地质灾害治理及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开始建设，有约200至300

名施工人员在此集中施工。最近因为持续高

温，有的施工人员中午时段会选择来地铁站休

息纳凉。”深云站地铁工作人员刘洋介绍。

由于前来纳凉的人有时多达六七十人，

深云站原本的纳凉区无法全部容纳，所以车

站结合实际情况，利用站厅不影响乘客通行

的区域，又增设了临时纳凉区，每天中午时段

开放，为有需要的人员提供避暑场地，并提供

免费饮用水。同时还设置了临时纳凉区的指

引标识，安排专人定点巡查引导，确保车站环

境安全有序。

据了解，自2023年以来，深圳地铁已陆

续在全市17个车站试行纳凉区，包括6号线

松岗公园站、体育中心站，7号线深云站、上

沙站、华强南站，16号线东纵纪念馆站、盛平

站等，充分利用车站公共闲置空间进行服务

升级。记者采访中看到，部分车站的纳凉区还

配备了桌椅和书籍等。

深圳地铁集团表示，纳凉区的设置是深

圳地铁打造高品质“圳式服务”的一项具体举

措，让地铁优质服务延伸至更多人群。接下

来，深圳地铁将积极收集市民乘客的意见建

议，根据试点情况和市民需求，评估未来增设

更多纳凉区的可行性，加码地铁人性化服务。

除了深圳，另外一些城市的地铁也面向

市民开放避暑空间。据武汉地铁消息，为了应

对持续的酷暑天气，武汉地铁247座地下车

站向市民和游客开放纳凉，提供清凉舒适的

公共避暑空间。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武汉

迎来大量游客。在武汉地铁司门口黄鹤楼站，

站厅内聚集了不少纳凉的市民和游客。该站

点作为热门景点站，人流量较大，开放纳凉有

效缓解了高温天气带来的不适。部分车站，还

开辟出纳凉专区，提供小板凳。

郑州地铁则设置了35处人防便民服务

点供乘客、市民避暑纳凉。苏州地铁纳凉区也

再次上线，85个站点同步开放，配备纳凉座

椅、饮用水、防暑物资。相比前两年，今年苏州

地铁的纳凉区规模再升级，全线网共设置85

个纳凉站点，覆盖9条线路主要客流集散点。

今年，合肥地铁进一步扩大了纳凉服务

的覆盖范围，在线网的131个车站都设置了

“纳凉区”，相比去年增加了44个。无论是环

卫工人、快递员，还是市民乘客都能在合肥地

铁的纳凉区找到一片清凉天地。纳凉区不仅

配备了舒适的纳凉凳，还有“夏日清凉包”，里

面有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品。部分站

点更是考虑周全，设置了饮水点，免费为市民

提供饮用水。

人防工程纳凉点探清凉

近日，河南省多地持续遭遇高温“炙烤”，

人防工程纳凉点成为广大市民乐享清凉的热

门“打卡地”。

“不光凉快，还有Wi-Fi，还能读报、下

棋、看电视，美得很！”提起人防工程纳凉点，

很多体验过的市民纷纷点赞。真的这么得

劲儿？

7月15日上午10点，洛阳市区的室外温

度直逼40℃，位于洛龙区的政和东郡小区里

少见行人。走进小区的一栋居民楼，乘电梯来

到负一楼，一股凉爽感迎面而来，与户外的滚

滚热浪形成鲜明反差。

这里是洛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

空办公室）今年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人防工程

纳凉点之一——政和东郡地下空间。放眼望

去，此处有几百平方米，十分开阔。工作人员

马海洪说，为了让群众有更好的避暑纳凉体

验，这里进行了精心设计。

跟随马海洪的脚步，可以看到，偌大的地

下空间被划分成了休闲区和运动区。休闲区

配备有座椅、报刊阅览架、饮水机、电视机、避

暑药品和棋牌桌等。运动区安装了两台健身

自行车，摆放有两张乒乓球台。

居民李大爷正和球友挥拍对战。“这么热

的天去哪儿？来这儿就对了，又凉快又不耽搁

锻炼。”李大爷说。休闲区里，老人们带着孩子

开心玩耍，小朋友在聚精会神下棋，室外烈日

炎炎，这里却透着满满惬意。

离开政和东郡小区，来到位于洛阳市老城

区的青年宫广场，沿着广场一角的步梯走下

去，便是一处人防工程纳凉点。临近中午，这里

人气很旺，有年轻人在短暂休息，给手机充电，

也有老年人摇着扇子唠家常，好不自在。

“每天早上在青年宫广场锻炼后，来这里

歇歇脚、消消暑，比在家吹空调强多了！”在此

乘凉的王大爷说。

今年，河南省有16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社区纳凉点消暑好去处

连日来都是高温天，室外活动受限。山西

太原市多个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内开设纳凉

点，放置休闲座椅、报刊、防暑药品、饮水机

等，并安排了电影轮播、手工制作等特色活

动。这一方清凉的小天地，成为不少居民喜爱

的消暑场所。

“这里挺凉快，邻居们坐在一起聊聊天，

比待在家里有意思。”7月15日上午10时，玉

园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纳凉点里，68岁的

李大娘和老姐妹们摇着扇子，轻声闲聊。旁

边，有几名孩子坐一桌，安静读书。

最近持续高温，玉园南社区在党群服务

中心的一层，开设了纳凉点，每天上午8时

30分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向居民开放。

这里摆着座椅，还添了饮水机、防暑药品箱，

工作人员不时为居民端上解暑凉茶。

“平时，居民来社区要么办事、要么参加

活动。”社区相关负责人说，7月12日开设纳

凉点后，来的居民明显多了，有人买菜路过，

也会进来坐一会儿。

走进玉园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调温

度显示26℃，比室外凉爽得多。桌子上，摆放

着藿香正气口服液、风油精、花露水等用品。

恒大滨河左岸小区的居民孙凤萍每天都来，

利用社区提供的材料，一边制作扭扭棒花束，

一边与邻居们聊天。为了不吵到上班的社区

工作人员，大家自觉地压低了声音。

还有老人喝着茶水，沉浸在棋盘对弈中。

不时有孩子进来，在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坐下

来喝口水，或拿本书阅读。歇一会儿，又蹦跳

着跑出去。“这里环境很好，有空调、有茶水，

还能和老邻居下棋、聊天。”正在纳凉的胡大

爷笑着说，社区很贴心，专门腾出这处避暑空

间，大人孩子都喜欢来。

社区党委书记李福林介绍，纳凉点会定

期举办义诊、讲座、书画、观影等主题活动，丰

富居民夏日生活。

为了让大家过好夏天，太原市多个社区

开设纳凉点，配套多样化服务。居民来此，不

仅感受到丝丝清凉，也找到了乐趣。

（综合《河南日报》《深圳特区报》《太原晚

报》等）

城市“送清凉”小举措，折射民生服务大情怀
◎ 文荣

连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多措并举点亮纳凉地图，为市民

提供免费、舒适的休憩空间。这些看似微小的便民举措，却蕴含着城市

治理的温情与智慧，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城市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圈，更体现在如何

对待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需求。环卫工人、建筑工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

动者，常常因工作环境限制难以找到合适的休息场所；老年人、儿童等

群体对高温的耐受力较弱，也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关怀。开放地铁站、人

防工程和社区空间作为纳凉点，正是城市管理者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的

体现。这种“闲置资源再利用”的思路，既节约了成本，又提升了公共设

施的利用率，实现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当然，要让“城市清凉”成为长效服务，还需进一步完善细节。例如，

部分纳凉区可能面临管理压力，需加强秩序维护；一些站点设施较为简

单，未来可考虑增设充电插座、饮水设备等便民设施；同时，还可借助数

字化手段，通过地图小程序实时更新纳凉点信息，方便市民查询。此外，

鼓励商场、银行等社会单位加入“爱心纳凉”行列，也能进一步扩大服务

覆盖面。

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当公共政策不再

局限于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杯水、一张椅、一片阴凉”的细微关怀

时，城市的宜居性和幸福感才能真正提升。期待更多地方从实际出发，

创新服务形式，让“夏日送清凉”成为常态化的民生工程，让每个人都能

在酷暑中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与尊重。

校园托管 乐享清凉

近日，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学生们正在充气泳池里嬉戏玩水、捉泥鳅，享受夏日清凉。庄歌尔摄

吉林省助残志愿者协会成立
本报讯（王超）7月15日，吉林省助残

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

近年来，吉林省广大助残志愿者秉持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真

诚的微笑、无私的付出、专业的服务，为残

疾人朋友纾困解难，搭建起融入社会的桥

梁，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省助残志愿者协会成立后，将坚持

党建引领，在健全助残志愿服务体系上迈

出新步伐；聚焦服务重点，在提升助残志愿

服务水平上取得新突破；发挥特色优势，在

打造助残志愿服务品牌上展现新作为，不

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推动吉林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吉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同志宣

读协会成立批复，与会领导为协会颁授“阳

光助残志愿服务基地”牌匾，新当选的协会

会长作表态发言。

首秀一场接一场
湖北超200场促消费活动

邀你“玩一夏”
本报讯（彭一苇 于若轩）7月15日，湖

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乐

购湖北 潮玩一夏”夏季消费季活动情况。

这个夏天，全省商圈、步行街、景区、商超将

联动举办超过200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的促消费活动。

省商务厅介绍，7月19日晚，“乐购湖

北 潮玩一夏”2025湖北夏季消费季暨武汉

万象城啤酒音乐节启动仪式将在武汉举

行，启动仪式上将发布“潮动夜荆楚”10项

主题活动、50个“湖北省夜间消费集聚商

圈商街”名单、“湖北十大必打卡点”，并推

出“潮购一夏”湖北10项主题服务产品。

武汉、襄阳、宜昌等地也将推出特色促

消费活动。如武汉将举办嗨购、美食、潮玩、

悦动四大系列100余场重点活动。襄阳开

展“乐襄购·仲夏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商

文旅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多场景展示襄阳

特色夜经济文化。宜昌将围绕美食餐饮、夜

间经济，精心策划实施30余场活动。

省商务厅表示，此次湖北创新采用“政

策引导+场景创新+市场参与+全民联动”

模式，着力打造兼具潮流风尚与荆楚韵味

的消费新场景，聚焦暑期学生、亲子家庭、

纳凉市民、外地游客多元化需求，差异化打

造乐动江湖—商圈音乐节、宵夜鄂不停—

特色美食街、清凉潮玩季—商超文旅体等

消费新场景，将突出湖北商业消费的“新

潮”流、“国潮”范、“风潮”味。

（上接A1版）

思考：如何让文博“热浪”变
“长流”？

热潮过后，如何让“文博热”细水长流，

而非昙花一现？

“文物是‘源’，流量是‘流’，源枯则流

竭，流盛可护源。”“中国好人”、重庆市大足

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职员彭柳升认为

找到平衡“文物保护”和“吸引流量”的方

法，才是文博景点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他

建议，景区需要通过科学管理游客流量，制

定合理的限流措施，通过分散参观游客，减

轻暑假期间游客对文物的影响。同时，还应

加强暑期文明观展的宣传，普及文博景点

参观行为准则，让“保护文物，你我有责”成

为公众自觉。

“要紧扣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

动端传播等理念，深化文旅文创融合。”黄

超认为，文博机构首先要深耕内容品质，持

续打造精品展览，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

陈列展览。同时，要用好AR、VR、数字孪

生等新技术，增强观众互动体验感和探索

兴趣；要提供分众化服务，满足不同群体需

求；要深化与创新教育功能，深化馆校合

作，拓展社区服务；要深度结合馆藏元素和

文化内涵，持续推进文创产品研发推广，讲

好文创背后的故事，满足观众把“博物馆带

回家”的愿望。

针对讲解服务短板，邓静建议，文博机

构要提升服务与专业导览水平，加强讲解

员培训。同时，可以引入社会力量，增设“专

家导赏”“青少年专场讲解”“志愿者讲解”

等队伍，扩充智能导览设备，让游客不光能

够看文物，更能“听”懂文物、理解文物。

（上接A1版）

同一时间，金平区金砂街道，一名名长者助

餐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正穿行街巷，将热乎饭

菜从长者饭堂送至辖区老人家中。“饭菜软糯可

口，最适合我们老年人。”金砂街道用餐长者陈

姨捧着温热的饭盒赞道。

据了解，金砂街道长者饭堂采取集中领取、

上门配送、邻里互助等方式进行助餐，并组建了

以党员干部、社工为核心的长者助餐志愿服务

队，为辖区失能失智、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送餐

上门服务。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这些长者饭堂，是汕头

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行

动缩影。目前，汕头全市建成长者饭堂170家，

覆盖全市六区一县，初步构建起“中心城区

10～15分钟、外围城区20～25分钟”的助餐服

务圈。

在守护好老年人幸福“食”光的同时，汕头

市也积极推进农贸市场改造，用“菜篮子”托起

百姓“大民生”。

电动扶梯、智能客流仪、智能溯源电子

秤……走进东厦路与中山路交界处的新长厦

市场，满满的“烟火气”和“智慧范”让人耳目一

新。“市场每一位商户都配备了智能显示屏，显

示商户的营业执照、货物单日价格以及支付二

维码等信息。”新长厦市场管理处管理员梁红

敏介绍，该市场选址空置了15年的原汕建综

合市场，不仅利用闲置用地解决市民买菜难及

原市场经营户的出路问题，还融入了智慧城市

建设理念，顾客可以通过智能显示屏对农贸产

品进行溯源，还可以扫描专属二维码点赞和提

建议。

“环境好了，顾客也多了！”新长厦市场商户

林先生边处理鱼边感叹。

从长者饭堂的暖心餐食到农贸市场的焕新

升级，再到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智慧停车系统

破解“一位难求”、万亩连片红树林筑起“生态

长城”……汕头用一件件民生实事回应群众“急

难愁盼”，让文明创建成果真正惠及百姓生活。

激活乡村 村民过上新生活

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是拥有600余年历史

的古村落，也是汕头著名侨乡。近年来，前美村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在持续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以及乡村风貌提升等工作的同时，积极整

合村内绿色农业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

乡村更宜居宜业宜游。

前美村竹宅片区的“十八枞榕”，曾经杂草

丛生、阴暗潮湿，经过绿化美化，十八枞榕成为

村民休闲打卡的古树公园。前美村村民陈作松

说：“如今不仅村民经常来十八枞榕纳凉、聊

天、喝茶，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60公里外的潮南区东盐村，非遗粿品工坊

里米香四溢。东盐村以“粿”文化为切入点，将

“粿”符号与东盐村乡情深度融合，逐步形成集

饮食文化、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粿”

文化旅游村。“村里成立了东盐粿品工坊专业合

作社，让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东盐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伟宏笑着说，产业发

展了，村民腰包鼓了，素质也提高了。

除此之外，南澳县深澳镇后花园村山海相

连、茶香幽幽，绿色生态的古村落风貌和农家

乐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潮阳区关埠镇溪西

欧村竹林栈道、树屋之恋、治水广场、亲水步道

串联成景，绘就诗意栖居的生态画卷……如

今，汕头乡村振兴示范带“串珠成链”，处处有

景有韵，群众真切感受到“身边的幸福”。

汕头聚焦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以民

生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城乡大地绘就幸福画

卷。这份“人民至上”的文明答卷，写满了人民

的获得感，更指引着未来的奋进方向。

如何让暑期“文博热”
持续“热”下去？

广东汕头：厚植民生底色 守护城市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