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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透析

现代城市治理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效率，也需要“自下
而上”多元参与的活力协同。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城市社区遇
到违建、治安、环境、群租、不文明养犬等诸多治理难题，直接影响居
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单靠政府行政力量进行干预，成本巨大，收效甚
微；依靠市场化力量解决，物业公司往往会因无利可图选择退场。在老
旧小区，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建设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从2012年
开始，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通过搭建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以下简称“互
助站”）这一平台，采取实体化运作，充分实现资源众享、场地和活动
资金众筹、小区事务“众议”、公益服务“众行”，最大程度挖掘居民自
治潜能，做到有钱办事、有人管事、有场所议事，使居民自治功能看得
见、能落地，走出一条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之路。招宝山街道已在59个
小区组建48个互助站，共有8000多位居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近3年来解决问题5400余件，居民满意率95%以上。目前，其做法已经
多次被省市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并在镇海全区进行推广。

近日，镇海区举行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建设推广工作会议，加大力
度，把招宝山街道的自治模式“复制”到更多小区。根据目标，2019年6月
前，镇海所有城市社区将实现小区居民自治互助服务站建设全覆盖，力争
打造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镇海样板”。

本期，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唐东海作为受邀嘉宾，就城市
基层治理改革创新这一话题进行解析探讨。

城市基层治理，期待更多“第四种力量”
首席记者 厉晓杭 镇海记者站 陈海群 通讯员 罗梦圆

人物名片：唐东海，1985 年
参加工作，现任镇海区政府党组成
员，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党工委书
记，镇海区物流枢纽港党工委书
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港城花园互助站站
长朱学年：我们的互助
站人气特别旺，大家平
时 喜 欢 聚 在 这 里 聊 聊
天、谈谈事。每次居民
反映问题，值班人员都
会认真记录下来。我们
的 互 助 站 每 月 解 决 漏
水、绿化修复等小事 20
多 件 ， 碰 到 疑 难 杂 症 ，
提交社区、街道进行处
理。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
居民有什么难题，第一时
间想到的就是互助站。我
觉得互助站要长期发挥作
用，还要充分挖掘居民小
组长以及各个楼长的潜
能，由他们去发动志愿
者，调动小区居民参与社
区建设的积极性。

鼓东小区互助站站长
李孝惠：我们小区共 8幢
居民楼，22 个楼道，304
户居民，住户大部分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以及附近镇
海中学的学生家长租户。
推广垃圾分类，那是难上
加难。我们居民自治互助
站的成员看在眼里，急在
心 里 。 大 家 商 量 了 几
天，决定成立一支志愿
者队伍，主动担负起小
区 垃 圾 分 类 理 念 宣 传 、
义务督导的责任。别看志
愿者大多是退休老人，但
是大家对推行垃圾分类热
情 高 涨 。 每 天 6 时 至 8
时，以及 18 时至 20 时，
小区的每个垃圾倾倒点
旁，都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短短一年，在自治
互助站成员和志愿者的奉
献督导下，小区半数以上
居民能自觉对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

胜利路社区的都阿姨带领大家做手工胜利路社区的都阿姨带领大家做手工，，用于公用于公
益活动益活动。。 （（马涛马涛 摄摄））

小区互助站内小区互助站内，，值班居民正在做笔记值班居民正在做笔记。。（（俞露俞露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白龙社区海苑互助站内白龙社区海苑互助站内，，志愿者用废油制作环保手工皂志愿者用废油制作环保手工皂。。（（郑凯侠郑凯侠 摄摄））

记者：居民自治组织通常是在
共同旨趣和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动
员起来的相互依赖的组织化群体，
把分散的个人利益诉求聚合为共同
利益诉求，并在自治层面上有效履
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职能。招
宝山街道的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
您认为应如何定位？

唐东海：我把小区居民自治互
助站理解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以外的“第四种力量”，是对城市
社区治理的有效补充。它不是社区
居委会的派出机构，与业委会的基
本职能、人员构成、组织架构等也
不尽相同。互助站核心成员一般是
楼群党支部书记、小区业主管理委
员会成员、物业管理人员、网格
长、商家及小区热心居民代表等，
要求所在地居民代表占成员总数的
50%以上。互助站有效整合了资
源，吸纳辖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
队参与小区管理和服务，用较低的
成本解决了很多政府难以直接干预
和解决的难题。

应该说，互助站是我们了解社
情民意的主要渠道，是政府与居民
沟通的桥梁，是个性化、精准化服
务居民的平台，也是居民参与社会
治理的有效载体。

记者：推进居民自治，需要创
新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您认为小区居
民自治互助站最大的创新亮点何在？

唐东海：我们认为是理念和方
式的创新。我们一直倡导“家人治
家”的理念，以此撬动居民的自治
热情。自治阵地“众筹”、小区事
务“众议”、公益服务“众行”、社
区文化“众享”，这是我们在方式
上的创新。在互助站这个平台中，
我们充分激活了各类资源，让居民
自治不流于形式，真正运作起来。

在基层治理中，我们发现，集
聚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攻坚克难是非
常有必要的。比如，胜利路社区清
川小区居民何秋芬主动将自家的杂
货间“奉献”出来，街道、社区对
杂货间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就成了
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现在这个

“据点”，已经成为小区老人商议事
务、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又如，
海港社区港务二村、紫荆小区互助
站，争取共建单位支持，筹资一万
余元为卫生死角铺设了 50 多平方
米的绿化草坪砖。这些成功案例，
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记者：发动居民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仍然存在很多瓶颈。您认为
互助站是否有推广价值？

唐东海：按照我们的理解，互
助站是一个充分体现民情民意的自
治互助组织，履行其对社区公共事
务的治理职能，是城市基层治理的
有效实现形式。我认为这项工作可
以推广复制，但是要根据不同的人
群去定制需求。

我们曾对每个社区的空间资
源、能人骨干、服务对象和矛盾需
求这四项内容做了分析，对散居楼
群、有物业但并不完善的小区、中
高档小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老小
区普遍是“熟人社会”，老年人
多，深入挖掘能人资源和热心居
民，挤出公共空间、“组队”相对
比较快；新小区空间资源宽裕，人
群以上班族为主，可以充分利用晚
上时间，在互助站推广公益阅读、
亲子互动等活动，先把人气聚起
来，然后慢慢延伸服务，进而引导
居民参与小区公共事务。

当然，我们在推广过程中，也
存在一些困惑。招宝山是典型的老
城区，多以老旧、老龄化小区和散

居楼群等类型为主，老龄化率达到
24.6%。当下居民自治存在小区能
人冷热不均、青黄不接等问题，如何
深度挖掘居民自治的广泛性和有效
性，仍需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记者：当前，居民自治仍是一
项处在培育和发展中的基层民主形
式，互助站目前有了较为成功的实
践和探索。请问未来政府的工作重
心应放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激发基
层活力？

唐东海：互助站的成立就是为
大家提供参与自治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下一步，我们要完善党建引领
的基层治理机制，逐步建立社区党
组织领导，各类服务机构、共建单
位等社会力量和党员群众多元参
与、协同治理的工作机制。

在方式方法上，我们要深入挖
掘乐于奉献、群众认可的“领头
雁”，让他们担任互助站负责人，
通过他们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自治，将德治与自治有机结合。
例如，后大街社区港城花园小区互
助站带头人、拥有 60 年党龄的退
休干部朱学年，带领着一支头发白
但内心红的“银辉”志愿者队伍，
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为居民办实
事、解难事，绿化小区环境，每月
组织和睦邻里主题活动，为建设美
好社区而发挥余热。

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政策扶持
体系。目前主要通过政府引导互助
站积极承接“微民生·大服务”项
目、开展“微治理”、举办公益集
市、发布小区治理清单等途径，众
筹互助站运行经费。下一步，我们
将强化资源倾斜与扶持，提供技术
与能力指导，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激励资助机制，为互助站运作提
供有力保障。

故事回放一：
老小区众筹更换防盗门

清川佳园小区建成已逾 10
年，大部分单元楼防盗门因年久
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
存在安全隐患，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居民颇有怨言，却因缺乏
公共维修基金，一度搁浅。

“小区楼道的防盗门装了 10
多年，破损程度不一，大家进出
时都觉得很不安全。”胜利路社区
清川佳园互助站负责人都杏娣说。

今年年初，清川家园互助站
召开居民议事大会，最终决定通
过居民自筹、社会力量众筹，即
由居民每户出资 300 元，其余钱
由小区自治会与业委会共同筹
集，来解决资金难题。“除了居民
出资，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其
余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募集。
我们还整合了资源，通过 3 次居
民说事，确定防盗门更换方案。
样式、品牌、厂家的选定，都由
居民说了算。”都杏娣说，发动居
民，很多党员干部和热心居民主
动带头。

清川路 86号楼组长宣红伟一
个晚上走遍本楼的 34户居民，一
次性收齐筹款。清川路 26号的居
民王卿松，听说本单元还有两户
没有交钱时，主动提出自己去做
工作，第二天就把两户的筹款给
了楼组长。

目前，清川佳园已完成更换
15 扇防盗门，小区“不和谐”因
素得到消除。都杏娣说：“放在以
前，这事根本办不了。有了互助站，
事情办得漂亮，大家都服气。”

故事回放二：
卫生死角“变身”盆景园

港城花园苗圃路 172 号北面
有块绿地和一间小水泵房，附近
居民习惯将废弃物堆在绿地上。
这块地方久而久之就成了卫生死
角，屡次整治均不奏效。

2014 年 ， 经 过 前 期 与 招 宝
山街道沟通、向居民征集小区
改造提升好点子，港城花园居
民自治互助站成员充分发挥临
河的地理优势，搭载街道“绿
色家园”这一顺风车，众筹建
造盆景园。

互助站副站长徐骏祥带头拿

出了自家二三十件盆景，其他居
民也陆续捧来自家绿植。小区绿
化爱好者主动承担盆景绿植的养
护工作，制定了“谁的盆景谁养
护”“日常修剪遗留物及时带走”
等数条绿化养护规则。

“既能美化空间，又能给大家
带来美的享受，何乐而不为呢？”
徐骏祥说。

如今，这块百余平方米的盆
景园，依次摆放着 100 多盆形态
各异、精致美观的盆景，设有景
观石桌石凳，还有可供居民锻炼
的健身场地。同时，借助北面的
一座小桥，盆景园巧妙地与河
道、健身小径、小区绿化带等连
接起来，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故事回放三：
文明养宠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顺隆社区工农小区宠物叫声
扰民，宠物随地排泄，部分狗主
人遛狗不牵狗绳等不文明现象，
一度惹起争议。因宠物散养伤人
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也日
益增多。

去年，经过广泛征集意见，
“宠爱一家——文明养宠自助队”
成立，成为工农小区互助站下设
的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采取
居民自治、社区协作的模式，收
集规范养宠“金点子”40多个。

比如自助队成员分组巡逻，
对不文明遛宠的行为进行劝阻和
指导；向养宠居民免费出借牵引
绳、夹便器和清理袋；登记宠物
和主人信息，提醒疫苗注射时间
和宠物绝育工作；在小区里设置
文明养宠宣传牌，开展楼道宣
讲，积极调解由养宠引起的邻里
矛盾……点子虽小，但却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

去年 8月，文明养宠自助队在
巡逻时发现工农小区一车棚内养
了三条土狗，车棚外还搭建了水槽
给狗洗澡。楼道内居民多有怨言，
反映狗叫声影响睡眠，还影响环境
整洁。

自助队成员上门与狗主人进
行沟通，赠送了遛狗牵引绳和夹
便 器 ， 动 之 以 情 、 晓 之 以 理 。
经过三次谈话，狗主人终于答
应将其中两条狗送到乡下，剩
下一条狗养在家里，同时拆除
了水槽，把公共空间还给了楼
道居民。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徐林：党员骨干是社区自治的“领
头雁”。7 年来，镇海区招宝山街道
组建的 48 个“小区居民自治互助
站”，覆盖了所有居民，这些“互助
站”的发起人和协调人都是党员骨
干，他们在社区党组织的指导和帮
助下发动和组织居民积极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治理。社区治理中，应该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居民自治
和党的领导进行有效融合。小区居
民自治互助站的模式，正是有效发
挥了有能力、愿奉献的党员骨干的
力量，才更加高效地解决难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互助站”
的运行，最大限度地汇集了社区的
民智民力，居民成为基层治理最广
泛的参与者和社区公共服务提供
者，换言之，社区事务交由居民自

我管理，还权居民，发挥其主人翁
精神，居民的聪明才智成为社区治
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招宝山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退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公共事
务治理，以“家人治家”的理念实
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堪称新时代
的“枫桥经验”，其经验可推广、
模式可复制。

打造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格局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