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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策划
曹曹家家渡渡··

业主向共建单位送锦旗

□记者 廖荩薇

““领领跑跑””聚聚力力 ““善善治治””赋赋能能
2023 年，曹家渡街道将党建引领延伸到基层治理“神经末梢”，让服务资源在网格“整合打包”、治理力量在网格“下沉集结”，以

推动居民区网格“领跑工程”项目和“领跑善治”重点项目为契机，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巧心，凝聚智力、发挥智慧，将更多优质资
源注入社区治理，切实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为社区建设聚能赋智，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在现代化城区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打造老百姓向往的美好社区。

万航居民区长宁路 225 弄小区共有 5
个楼组、70 户家庭、居民约 150 人，由于房
屋老化，每逢下雨，顶楼的居民就遭受“外
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苦楚。 居民区党
总支根据小区实际情况， 选取居民意见最
多、呼声最大的“急、难、愁、盼”———长宁
路 225弄小区屋面修缮项目作为书记领跑
项目，通过街道多方协调，由静安区房屋管
理中心牵头， 开展长宁路 255 弄的屋顶维
修工作，解决房屋屋面漏水问题，并进行相
关设施的修缮。

此次屋面修缮项目的推进， 改善了居
住环境，解决了老百姓多年的一桩心事，让
大家拍手叫好； 在推进项目过程中的一个
小插曲，让小区居民们自发组成了“弄堂智
囊团”，为解决困难出谋献策。

原来，在屋面修缮项目筹备之初，居委
会便考虑到了工程开始后， 小区车辆停放
是个难题。 “不能让居民的车辆无处停放，
我们召集三驾马车多次协商， 要想出办法
为居民托底。”万航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丁纨
芳告诉记者，既要让居民的车辆有处可停，
也要就近、方便停放。

2023 年 9 月，居民区党总支便开始联
系小区周围、长宁路沿线的共建单位，希望
能为居民协调出临时停车位， 解决施工期
间停车问题。 一边让业委会和楼组长对小

区内停车数量进行统计； 一边通过党建联
建活动联络共建单位，商讨制定停车方案。
经过初步协商，大唐（上海）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协调出 8 个车位供小区居民免费停
车； 曹家渡家具商城有限公司则协调出部
分车位供居民错峰停车。 初步确认方案后，
在居民区党总支的牵头下， 召集长宁路
225 弄小区所有车主召开了弄堂会议，听
取车主意见。

“家具城的错峰停车无法解决居民们
周末的停车问题，大家都想停到大唐，既免

费又没有时段限制。 ”丁纨芳告诉记者，不
少车主都提出， 若能满足全时段的停车需
求，哪怕稍微远一些也可以接受。在明确车
主需求后， 工作人员便将寻找共建单位的
范围从长宁路沿线扩大， 最终确定在金融
街。

可是这样一来， 虽然解决了停车时段
的问题，又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由于金融
街距离远、要收费，大唐距离近且免费，如
何才能公平分配车位呢？于是，居民区党总
支再次召集车主召开弄堂会， 提出了现有

的方案和难处， 让大家集思广益商讨解决
方案。

“屋面漏水是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这
次改造项目，街道和居民区也作了很多努
力，车位问题也在尽力沟通，我们都看在
眼里。 ”小区车主们体谅党总支为居民考
虑的付出，纷纷开始出谋划策。 “可以根
据大家上下班的时间按需选择， 由于大
唐和金融街的车位都是 8 个， 选择停在
大唐的 8 位车主可以向停在金融街的 8
位车主补贴一个月的停车费， 这样既能
按需分配车位，还能解决公平问题。 ”最
终， 车主唐女士提出的这个方案得到了
小区车主的一致认可， 很快便分配好了
停车名单。

居民区党总支根据此前小区停车情
况，设立临时规则、拟定临时停车协议、制
定停车公约等。 施工期间，小区居民们的停
车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盘活社区资源 共建共治托起百姓幸福

解解锁锁社社区区治治理理““幸幸福福密密码码””

叶庆居民区的益民公寓小区建成于
1998 年，房龄已经超过 25 年，小区内各项
设施设备处于老旧状态，亟须修理。由于一
些历史原因， 益民公寓的业委会暂时处于
“半瘫痪”状态，多项维修项目也因此耽搁
下来。近年来，通过一项项社区治理工作的
推进， 小区的两个楼组中涌现出不少青年
力量，在居民区党总支的挖掘和带领下，组
成了一支由 80 后担任主力军的志愿者队
伍———青春合伙人， 他们在各自的楼组中
发挥着作用，赢得了居民的信任。

家住 2 号楼顶楼的徐阿姨夫妇是一对
独居老人， 屋顶渗水导致家中的天花板掉
落，不仅影响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还有很
大的安全隐患，无奈之下，徐阿姨找到了居
委会，寻求解决方法。

当本就不多的维修基金要用于顶层居
民的屋面维修， 如何让楼内的居民们都同
意， 这成了开展本次修缮工作的第一个难
题。 对此，楼内的青春合伙人主动请缨，挑
起了这次修缮任务的大梁。 他们一边和居
委会工作人员一起上门，查看、拍照、记录、
安抚居民情绪， 将顶楼居民家因漏水导致
的情况直观地展现在其他邻居面前； 一边
组织楼内每户居民参与问卷调查， 及时了
解大家对修缮工作的看法。

“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当得到大多数

居民的支持后， 项目的第一步算是迈出去
了。 ”汪子明是益民公寓 2 号楼青春合伙
人的领头羊， 作为上海希提全德外贸企业
的负责人， 管理企业的经验让他将这支自
治团队也管理得井井有条。 青年人的一大
优点便是能人多， 大家工作中活跃在不同
领域，下班后在楼组仍然能发挥专长，为社
区自治贡献力量。

“这支队伍里有公司管理者，有律师、
审计， 还有从事物业相关工作的能人，因
此，在选择施工方以及后续议价、签合同、

商议维修年限等方面， 都是他们在亲力亲
为、 齐心协力， 圆满地解决了屋顶修缮问
题。 ” 叶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超告诉记
者，青春合伙人们负责推动项目进程，而居
委会则在后方为他们提供政策托底， 做他
们的坚实后盾。

无独有偶，2 号楼的屋面维修进行得
如火如荼，4 号楼的青春合伙人团队也在
忙一件大事———为楼组更换一部新电梯。
吴蓓敏是 4 号楼青春合伙人中的一员，她
告诉记者， 楼内电梯从去年起便开始出现

关人现象，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例，25
层楼高的住宅小区， 居民的日常生活完全
离不开电梯，更换电梯迫在眉睫。 可具体如
何换？有什么相关补贴政策？要遵循哪些流
程？ 一连串的问题随之而来，于是，青春合
伙人团队主动找到了居委会， 寻求支持和
指导。

随后， 居委会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
调， 为 4号楼的电梯更换申请到 30%的费
用补贴。 同时，为了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
和参与电梯的选择， 吴蓓敏带领团队寻找
电梯公司， 并将三家备选公司都邀请到楼
组里，实地考察情况，面对面开展座谈会，
让居民直接参与每一项重要流程， 顺利推
进了电梯更换工作。

在小区的多项难点工作中， 为了回应
居民需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青年志愿者们迎难而上， 用义无反顾的担
当，为社区治理注入新力量。

近日， 家住静安桂花园 6 号楼的独居
老人汪阿姨出门前忘记关闭燃气灶， 厨房
间冒出浓烟，差点发生险情。多亏了家中的
烟雾报警器发出警报， 物业和邻居在接到
报警信息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避免
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小
区开展的“数字化治理”工作，一个个感知
报警器化身为居民家中的“数字哨兵”，为
居民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一直以来， 桂花园的独居老人都是小
区志愿者们重点关心照顾的对象。 但由于
独居老人没有家人陪伴， 志愿者也难以时
刻关注老人的情况，为了延伸触角，社区工
作人员想到用智能设备来弥补这部分空
白， 在小区每户独居老人家中安装消防感
知器，一旦发生室内有烟雾产生的情形，消
防感知器就会立刻向物业、 居委和志愿者 发送报警信息。 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避免

险情的扩大。
坐落于万航渡路 660 弄的静安桂花

园，建成于 2004年，虽然只有两幢居民楼，
却是街道远近闻名的居民自治样板小区。
桂花园虽然面积不大， 但住户自有车辆却
不少。 近年来，日益频发的停车纠纷、楼道
堆物等问题，让小区内矛盾逐渐复杂。 如何
化解难题，让老商品房小区也能拥有“第二
春”？ 在此次数字化改造中，居民区不断探
索用技术辅助管理， 在经过多次头脑风暴

后， 决定为小区安装智能道闸和停车位地
磁，打造小区的“智慧停车”系统，让小区
停车实现精细化管理。

“小区车位太紧张，以前下班回来很难
找到停车位。自从安装了智能道闸，有效拦
截了外来车辆，停车变得容易多了。 ”桂花
园小区的车主告诉记者， 智能道闸的安装
实现了小区内车辆进出和停车位实时剩余
数量的精准掌握，避免了占位现象的发生。
而停车位地磁的安装， 则避免了因乱停乱
放引发的纠纷和矛盾。 以往小区内非机动

车违规占道的情况时有发生， 由于无法及
时发现，待居民投诉后再处理，矛盾往往已
经发生。 安装停车位地磁则为管理人员争
取到跨前处理的时间， 每当地磁感应到乱
停放现象出现， 管理系统会立即发出告警
提示，通知居委、物业及时处理，将可能发
生的矛盾冲突提前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数字化小区改
造中，前期通过居委会、业委会和小区志愿
者上门一对一的宣传指导， 小区 70%以上
的居民都安装学习了“随手拍”数字化小
区小程序， 这为小区自治工作带来了一大
便利。 武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韦慧表示，小
区居民可以随时随地拍下楼道堆物及各种
不文明现象，通过小程序进行上报，物业会
及时收到提醒、 立即响应， 完成整改和维
修。 据了解，自小程序上线以来，已处理 50
多起居民投诉， 也对遏制小区不文明行为
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过多方商议、 最终落地惠及居民的
10 台加装电梯， 让居民们拥有 “直上直
下”的便捷；卫生站前焕然一新的塑胶小广
场，是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的小天地；新建
成的睦邻活动室， 隔三差五为社区老人们
安排医疗便民服务； 一排新上岗的非机动
车充电桩， 不仅解决了飞线充电的安全隐
患，还改善了乱停车的现象……

“看着大家提出的意见一个个变成现实，
我们心里感到很满足！ ”社区中这些大大提
升居民幸福感的变化， 都是由高荣居民区
“静邻议事厅” 中的一个个小建议孵化而
来。 据高荣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嵇燕菲介绍，
近年来，在“加梯”工作的不断推进中，随着
一次次的协商会议的召开，社区工作人员发
现居民们对社区工作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能出点子、 提建议的社区能人也不断涌现，
社区治理不再是由居委会说了算，而是由社
区居民们一起商量着办。 因此，由居民区党
总支、物业、共建单位、业委会、居民代表组
成的“静邻议事厅”应运而生。

万航渡路 759 弄小区建于 1930 年，
是一个拥有 110户居民的新式里弄。 由于
是老小区，出租率高，因此管理上一直存在
难点。 在邀请小区志愿者加入“静邻议事
厅”共同商议小区管理问题后，大家一致认

为，应该先从整治飞线充电、解决小区安全
隐患做起。

“在多次议事厅活动中，我们挖掘出小
区中的热心志愿者，以他们为抓手，事先开
展小区非机动车数量的排查和清理。 ”嵇燕
菲介绍道，通过清理出一批以往租客遗留在
小区的废弃非机动车， 腾出一定的空间，40
个充电桩的安装也得以有序地进行。 如今，
非机动车统一在一侧充电、停放，小区不再
杂乱无章，居民也不用看着推进楼内充电的

非机动车提心吊胆，大家都有了参与议事的
热情，为打造美好家园出谋划策。

除了解决居民家门口的 “烦心事”，
“静邻议事厅”还有一群特殊的议事员，他
们就是社区中的小朋友们。 高荣居民区与
万航渡路小学、余姚路幼儿园相邻，社区内
的小朋友较多，每到放学时间，不少小朋友
会聚在高荣小区的睦邻小广场上跳绳、骑
车、打羽毛球。 但时间一久，广场原本铺设
的塑胶地面已严重老化、脱落，下雨天甚至

影响到正常行走，“是否可以修一下玩耍的
小广场？”小朋友们向居委会的叔叔阿姨提
出了这个问题。

为此，“静邻议事厅”针对睦邻小广场
的修缮问题多次召开会议， 在制定修缮方
案时，还充分听取小朋友们的意见。 如今，
这个铺上崭新塑胶地面的睦邻小广场，不
仅在设计上划分出羽毛球场地和跳绳区
域，还在社区卫生站门口增加了停车区域，
这样既满足了居民锻炼的需求， 也能保证
非机动车的有序停放， 还给孩子们一个安
全运动的小天地。

收集“金点子”只是一个“萌芽阶段”，
针对居民的建议， 高荣居民区党总支召集
相关人员，搭建议事平台、商议解决方案，
随后根据方案链接相关资源，真正让“金点
子”生根发芽，变为解决居民“急难愁盼”
问题的“金钥匙”。

凝聚社区能人 青春力量注入基层治理

聚焦社区痛点 老小区焕发新活力 开展社区议事 将“金点子”变为“金钥匙”

汪子明（右一）带领居民验收

停车位地磁 万航渡路 759 弄小区安装非机动车充电桩

召召开开车车主主弄弄堂堂会会召召开开车车主主弄弄堂堂会会 22号号楼楼屋屋顶顶修修缮缮完完成成

开开展展宣宣传传指指导导工工作作 睦睦邻邻活活动动室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