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陈海波，2003
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江北区甬
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曾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
共青团干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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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加快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宁波城区
及近郊区域，行政区划做出调整，乡镇建制逐步取消，
转型成为街道。在市六区内，涉农街道已经占一半以上。

从乡镇到涉农街道，再到城市街道，是城市化不断
演变的历史过程。如何动态把握新时代城与乡的关系？
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街道这个窗口，可以折射
出城市发展的缩影，这中间，有规律可以探寻，有经验
值得总结，也有难题亟待解决。

从今天起，本报、中国宁波网和甬派联合推出深读
专栏，每月一期，以对话的形式，邀请基层党政干部和
群众进行访谈，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
的变化和问题，充分解读城乡发展变革，聚焦热点、解
剖难点、探寻规律、分享经验。

在第一期，我们推出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
谈，江北甬江街道办事处主任陈海波作为受邀嘉宾，就
农民市民化和社区建设这一话题，进行解析探讨。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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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的理解中，农民市
民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海波：农民市民化是社会进
步的象征，我觉得应该多方面去理
解。第一是农民自主选择进入城市
的市民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主
动的。第二是农民就地市民化，这
有点像城镇化的概念，政府通过社
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同时农民不断转变生活习惯和
提升综合素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
融合发展。第三是由政府通过拆迁
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农民
洗脚上楼，从而带来身份、就业、
生活习惯等一系列转变，农民融入
城市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探
讨的话题。

记者：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和
社区建设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海波：我觉得这两者密不可
分。可以这么说，社区是农民市民
化的重要场所。在涉农街道城市化
进程中，建好社区是第一步，管好
社区更加关键，需要我们在管理观
念、工作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下
功夫，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变
强的过程。对基层来讲，这也是引
导农民市民化的一道入门考题。

记者：您谈到社区建设只是第
一步，管好社区更加关键。从一个
街道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农民市民
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陈海波：如何引领被征地农民
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
上的城市化，这是农民市民化的前
提和关键，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
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
范，短期之内，是比较难以改变
的。对于他们来讲，希望能保留原
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己在家种
菜、养鸡甚至养猪都是理所当然，
可节约不少生活开支，变为市民后
则事事需要花钱。我们最早的安置
社区是永红社区，是在 2013 年成
立的。我们也经历过农民在楼道里
烧煤炉，毁绿种菜，养鸡养鸭，在
公共空间打麻将、大声喧哗等等，
但这些现象，现在在安置社区已经
比较少见了。

记者：您谈到的现象，在宁波
很多拆迁安置社区内，仍然较为普
遍。有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的过
程，是农民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
时，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

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
民。如果把政府力量视为一种外部

“赋能”的话，在拆迁安置社区建
设管理中，政府应如何做好引导工
作？

陈海波：我认为政府应该通过
公共服务供给和市民素养提升两方
面入手，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
住得下、融得进。甬江街道这几年
做了很多探索。针对安置社区里老
年人“多且闲”的问题，我们借江
北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东风，把
老年大学办到了每个安置社区家门
口。去年我们湾头社区老年大学开
班后，办了 10 多个班，每个班都有
七八十名学员，非常火爆。同时，我
们又搭建了“益邻湾”平台，让有一
技之长的老百姓能发挥余热，同时
也帮助了有困难的左邻右舍。这两
个例子，就是你说的政府引导的外
部“赋能”和培养自治组织的“自
身增能”。

记者：农民自治意识相对薄
弱，引导农民加强“自身增能”，
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陈海波：我举一个案例。我们
包家社区是在 2015 年成立的，现
在推了一个“微治理”。目前小区
物业费收缴率达95%，车库租金收
缴率 100%，第三方满意度调查中
满意度超过95%。这在拆迁安置小
区中，是非常少见的。普通商品房
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在80%左右。而
我们的拆迁安置小区能在 90%以
上，这很不容易，主要就是通过党
建引领下的自治组织实现的。

记者：作为一种社区管理创
新，“微治理”体现在哪些方面？
包家社区物业费收缴率达到 95%，
有什么秘诀吗？

陈海波：“微治理”可以分
“微组织”“微服务”“微机制”三
个方面。仅“微组织”就分好几个
层次，社区里有“社区自治协商
会”，是社区服务管理的决策机
构，这是商量大事的。我们还有党
组织、“草根”社团组织，这些组
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要重点讲讲党组织，一开
始，我们农民进城后，往往依赖以
村为主的党组织。我们打破了这种
固有平衡，建立起以楼道为主的网
格化党组织，在社区公共区域设置
党员责任区。遇到物业费不交、乱
堆放、乱搭建等问题，我们党员会

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交物业费和停
车费，一开始很多人没有这种概
念，是不接受的。包家社区物业费
收缴率高，多半靠的是党员带头。
我们很多老党员先是劝导自己亲朋
好友交物业费，进而带动周边其他
人。农民的老观念需要身边有人不
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这是一个从
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的过程。

今年 5月，包家社区还成立了
全市首个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
物业不管事、业委会不作为、物业
和业委会相互推诿、业主损害小区
公共利益等问题，管理委员会都可
以约谈。我个人认为，如果试点成
功，这个做法在全市是有推广价值
的，可以解决很多“不作为”难
题。

记者：农民进城之后，身份转
变，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组。您提
到，刚刚进入社区时候，他们往往
还是以村为单位进行交往，应该如
何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热

情？
陈海波：我们遇到过这种问

题，刚进城的居民，不信赖社区，
更依赖以前的“村”。事实上，村
的形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社区通
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建立
起各类社会组织，培养品牌社团，
先凝聚起力量。同时，我们在街道
层面打造了“邻里益家”社会组织
服务平台，主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

心，以项目服务为主体，采取线上
网络+线下网格的双网互动模式。
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基本辐射到各
安置社区，可以直接“输出服务”。

比如包家社区业委会有一个
“每周一议”制度，联合居民、物业
“议一议”“聊一聊”，提高居民参与
基层治理主动性。前不久，包家社区
就通过居民自发参与，成功解决了
通信基站建设引起的纠纷，避免了
群体性事件发生。

记者：甬江街道城中村改造超
过“半壁江山”，今明两年，还有
大量安置社区交付，经历了前期探
索，对于新拆迁安置社区的建设和
管理，你们有何思考？

陈海波：我们的想法是要做好
“前置”工作，组织设置、生活配
套和管理服务，都需要“前置”。
也就是说，在安置农民拿到新房钥
匙之前，我们要组建党组织、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组织等，解决好

“有人管”的问题，同时搭建小型

邻里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便
民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点等平
台，解决好“服务圈”的问题。应
该这么说，跟其他商品房社区比起
来，对于拆迁安置小区，我们必须
考虑更周全，也要更超前。

记者：安置小区建设、配套、管
理投入庞大，成本账怎么算？

陈海波：调产安置是现在拆迁

安置农民的重要选项。现在，一个
拆迁安置小区的投用，需要政府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比如，新建
一个拆迁安置社区，单单从运营成
本来算，就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除却一次性投入的建设装修等费
用，仅仅每个社区居委会的人员及
运营费用，就在 200万元以上，加
上医疗、教育等公共配套建设的分
摊，要满足每个拆迁安置社区的群
众 需 求 ， 各 级 政 府 每 年 投 入 要
1000 万以上。目前，在我们街道
层面，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人员
配置比例，拆迁安置社区比普通社
区至少多出20个百分点。

记者：让农民“进得来”、“住得
下”、“融得进”，在实施过程中，还有
没有其他待破解的难题？

陈海波：我们需要继续做深两
个课题，一方面如何保存农村的历
史文化记忆，让农民在市民化过程
中，找得到乡愁的“魂”。比如在
湾头社区就有一个社区博物馆，展

示村的历史文化变迁，里面的藏品
和文献，都是我们从 2000 多户居
民家中征集而来的。当然，这还
停留在浅层次，需要继续深化。
另 一 方 面 拆 迁 后 村 的 形 态 没 有
了，但是村里的股份经济合作社
还在，每年村民还有分红。在打
破或重构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如
何合理调整集体经济分配权和收
益，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包家社区党总支书记石
金贺：

我原来是包家股份经济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现在转
型成了社区书记，这个角色
转变过程，我适应了两年。
以前在村里主要抓经济，现
在成立社区，主要抓服务。
同事经常开我玩笑，以前我
脾气急，嗓门大，现在做了社
区书记，脾气好了不少。现在
我们社区的口号是要让居民
享受“六星级”服务。

基 层 音 符基 层 音 符

湾头社区党总支书记李
丽：

安置社区中，像退休教
师、退休党政干部等群体较
少，我们先从培育自益型组
织入手，快速形成凝聚力，
再逐步孵化他益型组织，慢
慢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
治能力，不断丰富居民的精
神生活。

三水湾小区业主代表沈
菊香：

刚搬进社区时，说实话
比较乱。这两年社区建设搞起
来了，矛盾纠纷少了，社会组
织多了，社区活动更是丰富得
不得了。以前上老年大学要去
坐公交车，现在老年大学都入
驻社区了。最实际的是，社区
建设好了、环境美了，我们小
区房价都涨了不少！

包家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罗琼：

我大学毕业就到包家
村工作，现在变成了社工。
这 10 年时间，我看着包家
村变成了包家社区，看到了
我所熟悉的村民，不仅口袋
鼓了，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慢慢有了城里人的范儿。希
望我们社区以后越来越好。

本报首席记者 厉晓杭

背景透析：

近郊涉农街道多为半城半乡地区。这是一个农居相伴、治理较难的特殊区域。

甬江街道原有15个建制村，其被江北区列入三江片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共有10个。自2006年

启动改造以来，甬江街道先后实施并完成8个城中村改造，合计拆迁面积140多万平方米。目前，甬江街道

下辖永红、湾头等4个农民安置社区，有居民7000多户，人口超过2万人，党员472名。

今明两年，双桥、孔浦即将完成安置工作。届时，甬江街道辖区内的安置房社区数量将占辖区所有村、

社区总数的40%，人口将接近全街道户籍人口的一半。农民市民化，是其绕不开的一个课题。

包家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包家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包惠祥包惠祥 摄摄））

湾头社区居民参加煮茶品茗活动湾头社区居民参加煮茶品茗活动。。（（郁妍捷郁妍捷 摄摄））

三水湾小区三水湾小区。。（（陈剑云陈剑云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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