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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推进社区治理“统分
沉”改革？海曙区民政局副局长吴
鹤立介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社区既要承接党委政府行
政事务，又要协助解决居民事务，
如果社区政务、居务得不到科学梳
理和统分，势必加剧两者的分化，
一方面导致政务负担过重，服务居
民精力不足；另一方面居民自治基
础进一步弱化，参与乏力，居民互
助服务难以展开。

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
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
层，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
务，海曙区科学推进社区治理“统
分沉”改革。

总体来说，社区治理“统分

沉”改革就是功能资源统合、政务
居务分类、治理重心下沉。具体来
说，“统”即建立区域公共服务中
心，上浮和整合原有分散式、碎片化
的社区便民服务功能；“分”即让社
区工作政务和居务分类，腾出更多
人力资源投入网格治理工作和引导
居民自治服务中；“沉”即建立“邻舍
家”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以及建设

“邻 e 家”线上服务平台，搭建更加
贴近实际的居民自治服务平台，打
通服务居民的最后 100 米通道。

2020 年 8 月 ， 海 曙 区 以 面 积
2.07 平方公里、居住人口 2.89 万、
6 个社区的“袖珍”型街道月湖街
道为试点，推进“统分沉”改革。

“由于月湖街道面积小、人口少，

我们将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直接升级
为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在所有 13
个小区建立居民自治服务站。”月
湖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李菲介绍，
升级后的区域公共服务中心由原来
的 14 个窗口精简为 8 个专项窗口和
2 个综合窗口，承接了社区分离上
浮的政务事项 50 个，平台信息录
入任务 38 个，近一年来，推进政
务上浮、推动治理增能、实现居务
下沉的效果明显。

截至目前，除月湖外，海曙区
其他镇 （乡） 街道已成立 12 个小
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到今年年底，
将在全区建设 150 家，占小区总数
的 60%左右。明年 9 月将建成 210
家，占小区总数的 85%。

何谓“统分沉”改革？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郭长佳 沈王紫

长久以来，建筑工地排水不
规范是一个令有关监管部门“头
疼”的难题。日前，镇海区在全
省率先以规程制度明确工地排水
设施规范及各部门对建筑工地排
水管理监督职责，以保障建筑工
地排水有序、安全、符合环境保
护要求。

以往，由于工地排水要求不
清晰，存在不少空白和模糊地
带，部分乱象屡禁不止。前期对
建筑工地排水专项检查发现，许
多建筑工地存在雨污不分流、分
流不彻底或污水预处理设施不完
善等问题，给城市公共排水管网

和污水处理厂造成很大冲击。
镇海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局工

作人员颜灵迪告诉笔者：“雨污分流
不彻底会造成污水管网高水位运
行，进而导致污水冒溢、污水厂超负
荷运行。”此外，许多建筑工地内排
水设施设置不规范，“有的建筑工地
采用砖砌的化粪池，很容易造成渗
漏，污染地下水，更有甚者将污水雨
水直排河道，污染周边水环境。”

随着大众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和
城市建设发展需要，推动水环境质
量持续提升刻不容缓。今年 6 月，
镇海区五水共治办联合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区建设交通局、区生态环
境分局和镇海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着手制定了 《镇海区建筑工地
排 水 技 术 规 程》（下 称 《技 术 规

程》）《镇海区建筑工地排水管理
规定》（下称 《管理规定》），这在
全省属首例。

在 《技术规程》 中，针对建筑
工地排水设施建设及排水标准作出
细化要求，要求房屋建筑工地及含
深基坑、地基处理等施工工艺的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工地采用雨污分流
排水体制，做到分类收集、分类处
理、分质排放、节水优先。

首先，分类收集，将建筑工地
按不同功能划分为施工作业区、办
公区和生活区三个区域；其次，分
类处理，将建筑工地的排水分成雨
水、施工废水、施工污水及生活污
水四种类型，明确三级沉淀池、隔
油沉砂池、化粪池及油水分离器等
预处理设施的设计参数和尺寸；第

三，分质排放，明确建筑工地排放
水质标准，除雨水、施工废水应达
到地面四类水水质标准外，其余均
应达到城市下水道纳管标准；第
四，节水优先，要求建筑工地内部
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和中水回用系
统，处理后的中水用于工地砼养
护、地面冲洗、绿化浇灌等。

《管理规定》 则对各有关部门
职责作出明确划分：建设交通局负
责落实加强新建、改建工程排水设
施工程质量的监管，督促建设单位
办理临时排水许可证；综合行政执
法局负责临时排水许可证发放和排
水监督；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建设
工程向自然环境排水行为的监督管
理，以及水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
处置；镇街 （园区） 负责落实建设

工程红线周边市政管网设施。
“ 《技术规程》 和 《管理规

定》 的出台，明确了建筑工地雨污
水排放的标准，规范了雨污分流，
可以减少对污水处理系统的压力，
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同时，建筑工
地内的雨废水通过预处理后达到回

用标准的，鼓励其作为再生水应
用，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镇海
区五水共治办负责人表示，这不仅
对整个雨污水排放系统有着显著的
益处，还能全方位深化雨污全分流
工作，巩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成果，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

镇海规范建筑工地污水排放
试行全省首个管理办法

镇海一房地产建筑工地进行污水处理。 （汤越 摄）

“我们店提供2400多个粽子”“我们

‘美食团队’志愿者负责烧水煮粽子”

“我开车送去”……7月26日下午，台风

“烟花”肆虐，在海曙区月湖街道紫薇小

区“邻舍家”居民自治服务站，一场

“爱心接力”紧张进行，短短两个小时，

2400多只爱心粽子就送到了受灾较严重

的石碶街道冯家村安置点群众手中。

快速爱心接力的背后，是“邻舍家”小

区居民自治服务站的高效运作，而建立

“邻舍家”自治站是海曙区作为省民政厅

第三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试点

推出社区治理“统分沉”改革的有机组成

部分。近日，海曙区“科学推进‘统、分、沉’

促进社区政居协作互动”案例从200余个

参选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社会治理

研究会评选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优

秀案例（2020）”。

在党委领导下，以“邻舍
家”居民自治服务站为平台，有
机地串联起政府、党员群众、业
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辖
区单位等多元治理主体，凝聚社
区治理合力，破解“老小难”问
题，增强居民幸福感，如月湖街
道无物业老小区菱池西区 31 个
楼道亮灯，惠及 363 户居民；偃
月小区打造“有声花园”阵地，
让居民扫码了解社区事务、学习
党史知识；而邻里闹元宵、巧手
做青团、“邻里记忆”老物件展
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则让居民
有家的归属感。

同时，居民的自治动能得到
激发。在台风“烟花”过境的关
键时刻，海曙各小区居民自治服
务站积极行动，组成了抗台防汛
的第一道防线，显现了居民自治
捏指成拳的巨大力量——

石碶街道新区社区东方苑小
区自治站志愿者组成三支小分队
联合抗台，走访居民、排查安全
隐患、转移安置群众，还分两班

进行夜间抗台值班，第一时间接收
隐患需求，守护小区安宁。

白云街道安丰社区玫瑰苑小区
自治站志愿者每天坚守岗位，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送餐、在安置点维持
秩序、做热腾腾的点心，细心查明
居民楼屋顶漏水原因。

段塘街道雄镇社区志愿者快速
链接相关公司资源，在积水严重路
段搭“便民桥”，方便居民出行。

集士港镇井亭社区井亭家园小
区自治站志愿者为受灾果农开展助
农义卖活动，社区党员、居民积极
参与义卖，奉献爱心。

海曙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分
析，自治站统筹一根线，打破了“一
盘散沙”的局面；协商治理一张桌，
打破了“一哄而散”的局面；志愿报
到一声哨，打破了“一声不吭”的局
面；社会资源一张图，打破了“单打
独斗”的局面，正践行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站外，翠竹掩映、月季环绕；站
内，窗明几净、宽敞透亮。7 月 29 日，
记者走进建筑面积达 500 平方米的
月湖街道迎凤社区紫薇小区“邻舍
家”居民自治服务站，立即被站内外
雅致的环境所吸引。

站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面
上图文并茂的介绍“邻舍家”是什
么、做什么、谁来做以及开展日常活
动场景等宣传展示内容；而一楼的

接待区、邻里议事区、儿童娱乐区、
阅览室、开心厨房区等各具特色，二
楼的“邻里记忆”展览充满邻里温
情。

李菲介绍，除了引人入胜的硬
件环境，标准化的软件设置更让“邻
舍家”高效运转有了“主心骨”——

明确了“2+N”功能，即具备居
民接待和居民协商 2 项基础功能，
还和小区公共空间相连，形成居民
休闲、交流、文体活动、公益服务等
N 项拓展功能。同时，成立了由 7 名
常任理事和若干名理事组成的“7+
X”理事会，7 名常任理事中，理事长
由“居民领袖”担任，主持日常工作；
秘书长由包片联网的专职社工担
任，协助理事长开展工作；其余 5 名
常任理事一般是社区“两委”、业委
会成员，物业、社区社会组织、辖区
共建单位负责人以及楼道小组长
等，其他理事 X 名由关心小区公共
事务的居民自愿报名组成。

紫薇小区“邻舍家”建成后，第
一件事是启动“快鹿公园”项目，对
紫薇巷 29 号绿化地进行微改造，短
短两个月，就让这块曾经地面裸露、
化粪池盖子上停车、生活垃圾随意
堆放的“被遗忘角落”，摇身一变为

有花有草、让人心旷神怡的“共享花
园”。

“项目立项后，理事会主导、居
民众筹资金，物居业齐心，成立了绿
植、工程小组，邀请辖区共建单位月
湖景区管理所进行设计，同时分工
协作，清理杂物、除草翻土、移植苗
木、铺设水管、制作盆景、搭建围栏
⋯⋯甚至有热心居民捐赠了有 40
多年树龄的腊梅，最后还成立了后
期绿化维护组。”紫薇小区“邻舍家”
理事长姚康伟介绍。

通过“快鹿公园”项目的成功实
践，紫薇小区“邻舍家”探索建立了

“邻有助、治有智、议有序、众有为”
的“亲邻四有”工作法，明确居民自
治“7 小事”，即调解邻里小纠纷、解
决居民小问题、宣传政策小知识、举
办院落小活动、搭建信息小平台、提
出工作小建议、履行监督小职能，

“如今，‘邻舍家’这一新生事物的发
展之路越走越顺，社区有更多精力
引导组织居民开展各项协商自治以
及邻里互助志愿服务，也最大限度
地调动了多方力量参与小区治理，
提高了居民自治服务的积极性，激
发着共同治理的活力。”迎凤社区党
委书记蒋玲爱深有感触。

“邻舍家”的成功实践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宋瑜 罗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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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小区“邻舍家”居民自治服务站。 （陈朝霞 摄）

段塘街道雄镇社区链接相关公司资源，台风期间搭“便民桥”方便
居民出行。 （陈朝霞 张昊桦 摄）

紫薇小区微改造后的“快鹿公园”。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