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希望可以有阅读的空间”“最好能
有健身空间”“如果能有老年培训班就好
了”……去年，一场由区民政局和锦屏街道
南溪社区共同举办的“共享绘”居民议事厅
模拟活动，围绕“如何让社区老年服务更贴
心”议题，在 27名社工的组织参与以及社
区居民代表的积极支持下，开启了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社区是老年人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
也是开展老年服务的重要阵地。“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

求也呈多样化的态势。如何提升社区老年服
务专业化水平，需要积极探索。”社工沈宏勋
表示。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宣传海报、公众
号、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向居民发起邀请，活动
正式开始时，前来观摩和出谋划策的居民络
绎不绝，我区“共享绘”居民议事厅的27名专
职社工全部到场，围坐在一起，用模拟演练方
式，向社区居民演示及宣传如何开展社区自
治，受到一致好评。

据悉，南溪社区共有住户 2230户，60岁
以上老年人占 10%，目前拥有锦屏街道唯一

一家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休闲
活动集中在中心内，配备有阅览室、棋牌室、
按摩室、观影室等活动场所。“今后，我们可以
通过这种议事模式，让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将居民意见听进心里。”社区党支部书记
孙建萍倍感欣慰。

除了南溪社区，岳林街道秀水社区、锦屏
街道阳光社区等也积极组织开展模拟活动，
专职社工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鼓励居民在今
后的议事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激发群众
参与社区治理内生动力。

模拟演练 发挥专职社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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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社区难事 同享发展成果 齐绘美好盛景

社区治理新模式激发居民自治内生动力
记者 康诗文 实习生 应张磊

去年初，区民政局提出“共享绘”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核心要义是“共商社区治理难

事，同享美好时代发展成果，齐绘社会主义繁荣盛景”。相比原有“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

方式，“共享绘”模式更亲民，流程更简化、更有序，邀请的居民代表来源更聚焦，协商主题

更平和、更有目的性。

社区治理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如何激发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关键要素显得尤为
重要。

首先要为社区赋能减负。政府有关部
门职能下放要按实际需要，跟上一系列人
力、财力、物力配套，充分为社区赋能；公开
职责、政务清单，加强公众监督等措施，厘
清社区权责边界，减少社区工作条块，压缩
各类报表台账，删减不必要的考核、检查等
事项，持续为社区减负，推动社区着力聚焦
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回归社区
治理和服务本质，增强社区参与自发性、自
觉性，形成基层治理良性互动新局面。

同时也要尊重居民主体地位，激活参

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从居民差异化和个性化
需求出发，满足物质、文化、心理、情感等不同
方面的合理需求，在开展社区具体活动的计
划初期，及部署启动、实施过程、总结表彰等
各个阶段，均深入社区、入户走访、询问沟通、
听取呼声，及时整合、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
汇集形成社区居民的共同意志，让居民在形
式、内容、效果等方面的实质性参与和切身体
验中不断“降解”无权感，强化社区认同，推动
形成参与社区治理的“自觉”，让主体地位和
主人翁意识得到充分彰显。

还要创新多元化治理平台，畅通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全面整合基层党组织、
居民、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拓展社会
服务内容，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社区事务公

开、在线听证、民主协商评议、居民留声等机
制，开通线上社区“直通车”，多渠道提供参与
路径，更好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更要注重情感培育，为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提供价值认同。需要立足居民社区“聚居
性”空间特点，实施情感治理、加强情感投入、
注重情感互动，借此催生社区意识和共生关
系，打造同质性的社区共同体。民主社区

“家”文化空间的打造让社区有温度、有热度、
有态度，实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效能最大化
的生动例子。

“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自己家园自己管
好，这样我们社区管理事务就会越来越轻
松。”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科相关负
责人表示。

多措并举 激发社区自治内生动力

社工沈爱萍把演练时探讨的“为老服
务”相关话题“搬进”锦屏街道东门社
区。

实操中，沈爱萍发现，虽然议题相似，
但与会主人公由社工“扮演”的居民变成

“真正”的居民后，相关问题却接踵而至。
居民不了解“共享绘”议事厅是什么、不知
道该如何走流程、发表观点时其他居民插
话、主持人控场难等问题不禁让沈爱萍感
慨道：“居民自治不能仅停留在模拟演练和
社工培训上，而应该将这种模式大范围推
广到基层、宣传到居民，让居民都切切实实
了解这种模式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参与进
来。这就要求我们社工大力去组织开展议
事厅活动，在一次次模拟演练和实操中不

断反思、总结、改进，有效提升议事方法和实
际运用能力，并在活动结束后解决实际问题，
才算真正造福群众。”

据不完全统计，我区有社区 39个，总
管理人口超过 224492 人，庞大的人群管
理，仅靠居委会的力量非常有限。2020
年，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被广泛运用到我区各
个社区协商议事中。在此基础上，2021
年，“共享绘”社区议事机制在我区 3个镇
（街道） 18个村（社区）落地开花，居民自
治已逐步成为社区治理重要一部分。至目
前，“共享绘”项目已为我区解决 6大类社
区治理问题，培养 27名专职社区工作者。

“社区治理关注的是社区的人和事，回归社
区的自治功能，发掘社区的真实需求，自下

而上形成议题，激发居民深度参与，在治理
中培养居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意识，为
社区赋权增能，让社区成为有机的治理共同
体。”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科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指出，“坚持巩固基层政权”“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都为推
进我区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和根本遵循，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是实现“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本途径，也是
提升居民自治效能的重要抓手。

学习探索 不断提升居民自治效能

“‘共享绘’居民议事厅活动是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形式之一。”岳林街道民主社
区专职社工陶彦希告诉记者，在有了充足
的模拟演练经验后，社工把一场场“真枪实
弹”的实操议事活动搬进了各个社区。

作为一种创新的社区治理议事方式，
陶彦希在民主社区召开“共享绘”居民议事
前，预先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邀请社
区居民积极报名、踊跃参加议事厅活动，收
集居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筛选后确定一
个探讨主题。

最终，“如何提升桥东岸路开放式小区
居住环境问题”成为民主社区第一次议事
主题。议事会上，在简单介绍了何为“共享
绘”后，主持人陶彦希宣布议事规则、发布
议事主题后，她便抛出第一个分议题：“提

升居住环境的内容有哪些？”经过 3分钟思
考，与会 7名居民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各自发
表了较为成熟的观点，主持人始终保持中立
原则，并协助总结他们发言的重点。

当天的议事会共收到 5大类、12条建
议，经过分类、合并、投票，居民对得票最
高的三个原因“报刊箱破损严重，存在安全
隐患”“商铺存在乱打洞等现象，破坏外墙
整体感”“飞线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多”再
次开展发言，票选出“整治飞线”和“更换
报刊箱”为最佳行动方案。这种通过统计得
票数占多数的观点、由主持人引导居民达成
共识的议事方式，有效减少了“无用”观
点，为治理工作指明了大致方向。议事会
后，陶彦希张贴公布了最佳行动方案，部分
问题已整改，同时在街道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今年6月对桥东岸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全面提升居住环境。

除了通过“共享绘”居民议事平台，民主
社区还通过公益志愿服务，充分利用志愿者
等社会组织资源来实现社区自治，其中“益家
人”项目成为该社区居民自治的一个重要节
点。“益家人”项目由提供理发医疗等惠民服
务、开展环境卫生洁美专项整治工作、保障居
民生活环境平安和谐、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及共建文明社会五部分组成，满足了社区
内部基本需求，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实
现了社区治理效能最大化。

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
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理念，为民主社区构
建社区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多元支持，也为其
他社区治理未来的探索之路指明了方向。

“三社”联动 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