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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宁波现代社区建设的

记者 黄合

“小朋友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我们小区多
了价廉物美的老年食堂！”“我们这里新开了‘邻里药
房’，方便邻居之间互通有无！”“我们小区获评‘未来
社区’，数字赋能！”……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怀揣着为老百姓构筑幸福家
园的美好愿景，我市现代社区建设成为市民朋友身边不能
忽视的一抹亮色，也为大家带来了看得见的“获得感”。

在这项上下联动的工作背后，藏着哪些“幸福密
码”，有着怎样的民生底色？让我们走村入社，以普通
市民的视角一起瞧一瞧。

大到养老托幼服务，小到路灯
亮不亮、下水道堵没堵，社区里的
大小事，件件关乎居民生活幸福指
数。

面对不同类型社区的“成长的
烦恼”，面对着数千名居民不同出
发点、不同利益点的各类诉求，如
何才能找到基层治理的“万能解
法”？

5 年前回到海曙区南门街道万
安社区担当“领头雁”时，徐剑英
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房龄超过
20 年的社区，正面临着不同类型
的“中年危机”。

“我们从‘总书记来过阿拉社
区’的足迹中汲取力量，以‘五走
五最’足迹工作法为牵引，进一步
突出党建引领，强化党组织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努力形成

‘在万安人人都是幸福规划师’的
治理品牌。”徐剑英说。

无独有偶，镇海区庄市街道湖
滨社区同样在党建引领上做文章。
针对社区群体年轻化、服务需求多
元化、基层治理数字化等特点，聚
焦提升统领力，打造党建“朋友
圈 ”， 通 过 打 造 “ 滨 果 ” 党 建 联
建，凝聚辖区党员、“三官三师”
等参与社区治理。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该社区组建“红动力”暖心配
送 小 分 队 ， 服 务 重 点 人 群 620 余
次。

数十公里外的宁海县桃源街道
兴海社区，则通过发挥“党群同心
圆”平台作用，创新构建“党员志
愿者+专业社工”联动模式，为社

区建设提供适时、适度、有效的
“8 小时外”服务功能。特别是在
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防汛抗
台等大战大考中，推动在职党员

“码”上报到编网入格，党建联建
资源共享，从根本上解决服务社区
群众时遇到的诸多“卡脖子”难
题。

⋯⋯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实践证

明，在现代社区建设中，党建就是
基层治理的“主心骨”，通过党建
引领、上下贯通，社区党组织理清
事务、明确主体，促进物居业协同
共治，社区发展内生动力被激发，
人人都成为参与者、建设者。

目前，我市已制定出台 《宁波
市党建联建工作指引二十条》，推
广龙头带动、项目牵引、产业链接
等“7+N”组建模式，在全市 647
个联建区域普遍建立 1 套运行制
度 、 1 组 工 作 流 程 、 1 张 履 职 清
单 、 1 个 实 体 平 台 和 1 批 共 享 阵
地，实施机关下沉“双百结对”、
导师帮带“三百工程”、信贷支持

“金桥计划”，统筹打好城乡社区党
建联建“组合拳”。

与此同时，我市围绕增强街社
党组织统合能力，深化开展“上统
下分、强街优社”改革。在镇街层
面，按照“1+4+X”重塑镇街机
构职能，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一线
下沉；在社区层面，高标准开展

“ 千 人 大 招 聘 、 万 员 驻 社 区 ” 行
动，有效保障基层党建和现代社区
工作力量。

党建引领，激发内生动力

由于历史原因，城乡社区治理
存在分类不精细、权责不对等、组
织不严密、力量不均衡、保障不充
分等管理之困，如何解决？

去年，宁波创新推出社区“五
定”管理体制改革，即定类型编
码、定功能职责、定组织架构、定
岗位员额、定保障机制，根据不同
社区类型分类指导推进，确保靶向
精准、权责分明、边界清晰。

原本，宁波前湾新区世纪城社
区有常住人口 8.7 万人，属于典型
的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去年下半
年，按照系统重塑城乡社区建设新
机制的要求，其被拆分成 8 个社
区，并增配 135 名专职社工，推动
社区治理有效覆盖、社工服务更加
精准。

综合考虑社区人口规模、辖区
面积、产业特征、空间形态、空间

改革突破，重塑治理系统

“一老”连着“夕阳”，“一
小”连着“朝阳”，都是事关千
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

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经
常在海上心客厅小剧场举行“聊
聊隔代育儿那些事”隔代教育交
流会，邀请专家为隔代养育支招。

“这些前来帮子女照看下一代的
老人，年龄基本在 60 岁左右，对
婴幼儿科学照护、理性进行隔代
养育有着很强的学习需求。”海
创社区党委书记徐波平说。

海创社区是全市体量最大的
商住型社区之一，有居民 5500
余户 1.5 万余人，常住居民多、
外来人口多、年轻居民多。社区
现有 3 周岁以下儿童 500 多名，
超六成由老人隔代照看，“老带
小、隔代养”现象非常普遍。

如何增强现代社区建设的
“获得感”？海创社区从“一老一
小”这个关键词入手，充分发挥

“党建+”作用，打造“托育+养
老”一站式融合服务模式，依托

“ 党 建 + 社 会 组 织 ”“ 党 建 + 积
分”等载体，通过“买服务不买
人、招项目不招人”“职能项目
化、项目社会化”等方式，一体
解决“顾老+看小”难题。

目前，该社区已建成全市首
个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站，引进
保育医生、育婴师各 1 名，专为
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预约式
临时托管、亲子互动、育儿知识
科普等免费服务；同时，高效统
合鄞州区卫健局及宁静港湾家庭
服务中心、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的资源力量，引进擅长开展老
幼融合工作的第三方专业组织

26 家，培育 58 家，提供更为专业
的指导服务。

不仅仅在海创社区，全市各地
纷纷将推动“一老一小”兜底提标
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加快基础设施
改造提升，推进人居环境补短提
质，对标“服务有感”，争先打造
优质共享、幸福美好的新家园。

据统计，去年以来我市新建标
准化老年食堂 152 个、新增养老床
位 4162 张，现有持证养老护理员
4858 名，其中每万名老年人拥有
持证养老护理员达到 29 人，居全
省前列；共有社会养老床位 95310
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56 张，排名居全省前列。

与此同时，我市加大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全市去年新增 3 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 10551 个，其中普惠性
托位 6079 个；有社区婴幼儿照护
服 务 驿 站 255 家 、 托 育 服 务 机 构
816 家 ， 可 提 供 托 位 3.6 万 余 个 ，
每千人口托位数 3.75 个。

值得一提的是，聚焦居民生活
中的关键小事，过去一年，我市深
入实施电梯质量安全提升和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惠民行动，新加装电梯
147 台；深入推进社区便民药事服
务站试点建设，慈溪市创新打造“互
联网+三医联动”智慧社区药事服
务平台，拓展中药代工、网订店送、
自助体检、远程问诊等公益性功能，
累计建成 8 家社区便民药事服务站
点，提供药事服务 3 万余人次。

下一步，我市现代社区建设将
继续突出服务为民，完善为民办实
事长效机制，聚焦“一老一小”、困难
群众、新市民等重点群体优化服务
功能，实实在在为群众破难解忧。

“一老一小”，推动兜底提标

属性、治理难度等因素，截至目
前，我市已为 711 个城市社区和
2154 个农村社区定制了“一社
一码”，同步嵌入基层智治系统
——村社“智管家”平台，进一
步细化各项政策举措的颗粒度。

比如，我市研究制定城市社
区 4 大类 97 项、农村社区 5 大类
105 项工作事项清单，为每个区

（县、市） 平均清理工作事项 8
项、规范 52 项，清理规范幅度
达到 66.7%，做到“清单之外无
事项”。

又比如，我市因地制宜推进
城市社区首次员额核定工作，将
社区“两委”专职成员、专职社
工、专职网格员等一体纳入员额
池管理，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
核 定 每 万 常 住 人 口 22 名 的 员
额，做到力量统筹“一盘棋”。

“核酸采样、扫码、转运、
引导⋯⋯多亏了新入职的 257 名
社工，他们在学中干、干中学，
迅速成长，充分展示了‘到岗即
战斗’的精神状态，为去年下半
年这场基层一线的防疫大考交出
了青春答卷。”北仑区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我市把社区工作者队伍

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社区建设重
大改革清单中的“自选动作”，高
标准开展“千人大招聘、万员驻社
区”行动，招聘专职社区工作者
2523 名，全部面向本科以上学历
的应届毕业生。目前，全市城市社
区专职工作者总数 8800 多人，社
工 配 置 标 准 已 达 到 “ 每 万 19.3
名”；持证比例达 72.83%，排名全
省第一。

“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化，
是这批社工的共同特点。这一次，
我们下了大决心，出台了一系列管
用、有用、好用的硬招实招，就是
为了补齐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的
短板弱项，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上述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我市还对标“智治
有效”的目标，坚持把网格打造成
为最小治理单元，把微网格打造成
为最小作战单元，促进网格治理边
界与能力边界耦合。截至目前，全
市 共 设 置 网 格 1.26 万 个 、微 网 格
5.71 万个，累计选配 1.2 万余名专职
网格员、14.3 万名“N”组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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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阿婆在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浦桥社区乐享晚年。

象山县丹东街道塔山社区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聚焦“一老一小”提供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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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密码幸福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