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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是一个大课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社会治理实践创新路上，宁
波积极探索，稳步前行。

2015 年，由财政部立项、民
政部政策研究中心承担的“社会治
理创新深度观察点”项目启动，周
期为 6 年。当年 6 月，海曙区月湖
街道被纳入全国 50 个深度观察点
之一，是宁波唯一一个。

过去的 3年间，观察组成员深
入街道社区，展开了系列社区治理
项目跟踪观察、访谈交流，其中的
思考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近60个项目落地
直面社区热点

在太阳公寓小区，15 把塑钢
休闲椅被老年人当成了宝贝。“一
年多了，日晒雨淋的，椅子依然完
好，我们闲时坐着晒晒太阳，聊聊
天，很惬意。”

“小区里老年人较多，之前已
有的休闲椅损坏严重，老年居民对
重新安装休闲椅的呼声非常高。”
太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文波回忆
说，当时，社区通过居民会议、实
地调查、入户了解等形式，运用

“开放空间”集思广益。
休闲椅采用什么材质、安装在

小区什么位置、原来私自搭建的凉
棚如何处理，在一次次相互沟通
中，社区和居民就这批休闲椅的安
装问题达成共识。辖区单位中天集
团给予资金支持，并对项目进行跟
进；热心居民也纷纷为该项目捐
款，并形成自管小组开展日常维
护，使项目真正解决了社区老人的
实际困难。

这是月湖街道“参与式治理”
中的一个剪影。月湖街道下辖 7个
社区，均属于老旧社区。面对老旧
社区的治理难题，2014 年，街道
启动了以民生项目为抓手的“参与
式治理”改革创新。

街道年度民生项目在遴选、执
行、监督、评议等各个环节均充分
引入群众参与，项目群众定、执行
群众做、过程群众督、结果群众
议。

比如“项目群众定”，通过社
工包片走访、居民代表会议、党员

组织生活会等形式问需于民，把准
脉搏；组织召开项目预审会，根据
直面性、受益性、长效性、推广性
等标准，确定入围项目；面向法定
代表、民意代表、居民代表等多个
群体召开街道民生项目立项会，现
场投票立项。

“大到小区乱停车整治、群租
房整治，小到志愿者培育、社区节
日氛围营造等，社区敞开大门邀请
居民参与。”月湖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热心
群众、意见领袖组成的项目“自管
委员小组”或志愿者队伍负责统筹
推进和监督落实。

“项目实施得好不好，最后由
民生项目观察团、居民代表、辖
区单位等进行终期评审。”据介
绍，4 年来，月湖街道已有近 60
个项目落地实施，解决了老小区
治安、消防、绿化、停车、亮灯
等一系列居民反映较多的社区热点
难点问题。

不少居民尝到了“参与”的甜
头。中山路海曙段立面整治前，平
桥社区青石巷 1—2 号居民在社区
召开的沟通会上，提到了楼梯转角
处雨天积水问题。“施工方整治
时，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处理，现在
不再积水了。”居民陈大伯说，当
时，他们还与中山西路 201弄居民
携手，就新装防盗窗的实用与否提
出了意见。“施工方听取了我们的
意见，还向我们征集其他样式，现
在安装的防盗窗很合心意。”

从“社区管治”
到“社区善治”

为了避免“运动式”创新带来
的 弊 端 ， 2015 年 月 湖 街 道 启 动

“民生微项目”第二季时，通过一
系列制度性文件，正式认可和推广
了这一创新实践。

3 年间，街道先后出台 《关于
民生项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
案》《民生项目运行办法》《全面推

广“居民说事”制度的实施方案》
等制度性文件，及时将实践经验转
化为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巩固治
理成果，推动社区治理向专业化、
规范化发展。

同时，在治理技术层面做拓展
和延伸，探索公众参与的长效机
制。建立“线上”（社工工作微
信） 与“线下”（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街道社会治理中心） 受理平
台，尝试推出老小区治安监控安
装、楼道亮灯等民生项目的自助圆
梦方式，让不同群体的居民通过各
自擅长和偏好的方式参与社区民生
项目。

目前，一些运作成熟的项目经
验已在各社区之间相互借鉴，以点
带面的辐射效果逐步显现。如老小
区楼道亮灯项目在县学社区成功实
施后，各社区纷纷复制推广，目前
街道 638个楼道“灯光”覆盖率达
80%。

自街道推行“参与式”社区治
理以来，月湖街道社区治理局面发
生了改变，初步实现了从“社区管
治”向“社区善治”的转变，具体

表现在：
政府由“替民作主”“大包大

揽”的全能型，转变为“让民作
主”、当好“旗手”“鼓手”和“助
手”的引导型。

街道引导成立的偃月小区自
管小组，受到群众拥护，原来居
民 连 每 月 2 元 的 保 洁 费 都 不 愿
交，项目实施当年，小区内 80%
的自有车辆上交了 400 元的建设
费。

群众由“事不关己”或“指责
抱怨”的游离型，转变为“我能做”

“我代表”“我建议”的参与型。
游河小区居民从抱怨绿化“脏

乱差”转变为主动清除菜地、分块
认领维护改造后的小区绿地。

社区治理从以政府为主转变为
“大家一起干”“大家商量做”的多
元主体。

“天网”非物业小区治安防控
项目，由辖区单位和居民集资，
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支持，自管小
组进行日常维护，最终实现视频
监控在辖区 6 个非物业小区的全
面覆盖。

虽有难点未突破
努力方向已确定

经观察组深入观察，在“参与
式治理”的创新实践中，仍面临着
不少社会治理中的共同难题。

首先，社区治理理念不深、引
导能力不足。一些基层干部一时难
以扭转传统的“自上而下”管理理
念的强大惯性，比较难以接受治理
理念，对引导公众参与这一社会化
的运作方式感觉无从下手；有些社
区非常赞成“参与式治理”方式，
但在具体执行中有时会逐步变形，
偏离方向。

其次，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不
强、参与动力不足。公共事务有很
强的“公共属性”，这在客观上会
造成相当一部分居民“搭便车”，
即不付出就可得到；参与付出的
努力与最终的效果之间存在不对

等，一些居民因这些差距而失去热
情；参与人员多为老年群体，中青年
群体虽然是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利益相
关方，却常因工作等原因不能充分参
与。

再者，“参与式治理”还没有完
全建立长效机制。街道社会治理中
心、民生项目、开放空间等尚处在摸
索实践阶段，多元主体和多种社会资
源如何通过一定的参与机制有效整
合，如何实现居民参与路径的常态化
和有效化，形成良性的参与机制，均
未得到有效突破。

为应对新时代群众的新需求，月
湖街道已确立了努力方向：

培育社区治理精英。健全参与机
制，明确参与清单，通过引导居民参
与训练，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吸纳和
转化社区意见领袖和参与模范，培育
社区精英，引领和助推社区居民参
与，增加社区的内生动力。

保障项目的连续性。做好做深连
续项目的创新，深挖居民需求，纵向
拓展服务内涵，增强项目的延续性，
将社会治理的成效转化为看得见、感
受得到的形式，切实增加居民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建立社会组织联合服务网络。引
导社区社会组织互通资源，加强社区
自治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推动社区
与社会组织从机械联动向有机联动转
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之路走得更深
远宽广。

参与式治理，实效几何？
——来自“社会治理创新深度观察点”月湖街道的实践探索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是基
层社会治理的经典样板，“依靠群
众就地化解矛盾”是其精髓所在。
海曙区抓住“依靠群众”这一根本
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在引领群
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上做文
章，不断深化社区治理。

在海曙，社工每天拿着智能手
机走访辖区网格，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纠纷，处理突发事件，并线上
进行记录反馈，这是他们每天的

“必修课”。社区根据网格收集的群
众需求信息，量身定制推出各种民
生服务项目，打造“和谐互助型社
区”。比如，针对为老服务的“银
发无忧”“暖巢行动”“社区老年食
堂”“伴你行出行陪护”等项目，

为 青 少 年 服 务 的 纸 飞 机 童 书 馆 、
WED 文益档、心灵风暴等项目。该
区从2012年起，每年安排200万元专
项财政资金，用于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等公益服务和社会工作项
目。6 年间，资助了 900 多个“微民
生”项目，每年平均直接受益人群
1.5万人，间接受益人群近6万人。

自 2013 年白云街道牡丹社区、
段塘街道华兴社区、月湖街道平桥社
区等在全市率先开展试点以来，海曙
区已在全区 98 个城乡社区推广了

“开放空间”这一民主协商议事模
式，以民智解民困，促进了基层民主
自治。运行 5年来，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9000余项，办结8500余项。

（王佳 韩艺）

海曙：传承创新“枫桥经验”

在太阳社区休闲椅安装项目中，居民代表商议座椅安装地点。
（月湖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