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多一点

小区作为居民互动交流、
人际交往、纠纷化解的重要场
域，是居民首属的生活空间和
共同家园。如何把社区治理重
心下沉到小区，高标准打造

“ 家 门 口 的 治 理 与 服 务 ” 体
系，宁波探索出了一条多 层
组织高效协同、多方主体积
极参与、多元要素联动集势
的新路径。健全组织体系是
放大治理效能的保障。坚持
以“党建全覆盖”推动“社
区 优 治 理 ”， 把 党 的 组 织 触
角延伸至居民身边，充分发

挥 党 组 织 把 方 向 、 强 统 筹 、
善组织的优势，将各方主体
纳入协商共治平台，激发小
区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营
造邻里友善、和谐自治的共
享氛围。满足居民需求是提
高社区认同的关键。党领导
的群众自治要保持旺盛的生
命力，关键是要得到广大居
民的认可和参与，需要及时
回应居民需求，把群众“急
难愁盼”放在社区工作首要
位置。把公共服务下延到小区
的同时，激活居民的互助和公

益服务，增强便民利民服务的
可及性，有利于增进居民与基
层组织的情感黏性。培育公共
精神是强化共同体归属的核
心。作为下沉式治理的小微单
元，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不仅
可以发挥服务居民的前哨作
用，还可以通过组织邻里文化
节、身边老娘舅、便民小分队
等形式，让“小区是我家、治
理靠大家”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过
程中强化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
识。

以居民为中心打造“家门口”的治理与服务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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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建设，根
据各小区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相关章
程制度，指导各小区理事会的工作
流程，保证小区自治站规范化运
行。如小区理事会执行值班接待制
度，由理事会成员轮流值班，接待
居民来访，记录和协调解决居民诉
求；执行“三清四及时五必访”的
片网包联制度，安排包联专职社工
每日对小区进行巡查；明确工作报
告及公示制度，要求小区理事会及
时向社区报告重要工作情况，并在
小区范围内向居民及时公示，落实
民主监督。

与此同时，自治服务站拓宽居
民协商成果上升渠道，加强同人
大 、 政 协 等 单 位 对 接 ， 将 小 区

“开放空间”居民协商机制与人大
代 表 联 络 站 、 政 协 “ 请 你 来 协
商”等法定协商机制相结合，形
成居民协商法治化机制，促使小
区居民协商的成果通过法定途径
得到确认和上升，真正实现居民
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基
层民主作用。同时，推行居民协
商、分类制订居民公约和职能部
门依法依规处置相结合的“公约+
执法”治理机制，促使基层治理
集约高效。

此外，自治服务站还探索试行
自治基金运作机制。各小区自治站通
过政府财政支持、镇街社区建设经费
配备、社区公益创投资金利用、单位
及个人赞助等多种方式筹建自治基
金。为规范基金使用，海曙区出台了

《海曙区小区居民自治服务基金使用
管 理 办 法 （试 行） 》， 制 定 基 金 申
请、使用、监管等系列规定，在保障
小区自治站基本运行的同时，为小区
理事会组织居民实施自治服务项目提
供经费保障和支持。

走进海曙区月湖街道迎凤社区紫
薇 小 区 的 自 治 服 务 站 ， 墙 上 的
“‘7+X’小区自治理事会”管理制
度标识映入大家眼帘。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蒋玲爱告诉记者，社
区党委组织来自物业、业委会、社会
组织等的骨干力量成立“7+X”小区
自治理事会，其中“7”指包括居民
理事长在内的 7 位常任理事，“X”指
主动参与的热心居民。

“常任理事和热心居民会在这里
值班，小区居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
自治站反映。值班人员将问题记录下
来，在定期召开的会议上商讨解决办
法。”蒋玲爱翻开桌上的笔记本，向
记者展示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的值班
工作记录。

“我们紫薇小区 17 号至 19 号楼前
有一片空地，长期堆放着大件垃圾，
久而久之成了卫生死角，杂草丛生。
居委会进行了多次环境整治，大家每
次累得‘汗哒哒’，而居民们认为这
事跟自己不搭界，不参与维护，治理
效果总是不好。”蒋玲爱曾对此头疼
不已。

在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的治理模
式下，紫薇小区开启了一场自治行动
——由小区自治理事会统筹，小区党
员为主体，挖掘小区能人，联动区域
资源，带动邻里共同参与花园的打
造 ， 共 享 共 管 这 片 “ 小 天 地 ”。 于
是，居民主动参与建设，分工明确，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短短一个月，曾
经的卫生死角成了居民们的“大花
园”。

“一般来说，一个小区人口规模
为 2500 户左右，多的近 5000 户。各
个小区之间的关联度并不高，陌生人
社会属性较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利益驱动不强，共同治理往往流于形
式 。” 海 曙 区 民 政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的模式可以
将治理重心进一步下沉到小区，破除
地理区域上的空间隔阂，提供更加精
准的服务，进一步提高居民参与自治
的积极性。

汇资源优机制 小区的事交给居民办

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在小区层
级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自治站点，
通过小区党组织指导小区理事会、
业委会等开展服务工作，并向居民
和理事会提出协商议题，推进协商
民主建设。

“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建设原
则上以一个物业小区为基本单位，
在社区‘两委’指导下成立小区理
事会，负责小区自治站日常运营管
理 ， 带 领 居 民 开 展 小 区 自 治 工
作。”海曙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理事会一般设常务理事 7 名，
由居住在本小区的社区“两委”成
员、业委会成员、物业服务人员、
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居民骨干，以
及辖区单位负责人等担任，保证以
本小区居民为主体。

海曙区高桥镇长乐社区老旧小
区多，老年人口和外来人口偏多，
曾一度存在居民自治能力差，社区
韧 性 、 融 合 性 不 足 等 现 实 问 题 。
2022 年下半年，长乐社区居委会
在打造长乐新村联合自治站的同
时，挖掘了 7 位辖区内热心公益的
居民担任自治站理事会成员，由他

们开展日常服务工作。现在，在理事
会成员的带领下，邻里间的密切联系
程度大大提升。

鄞州区下应街道君睿社区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江六村原陆氏宗祠的阵
地功能，打造君睿名苑小区宗祠议事
厅，由退休后的老党员、社区老干
部、居民代表构成的理事会成员定期
在议事厅“坐堂”，共同商议小区环
境卫生、公共秩序、安全防范、文化
娱乐等公共事务，协调处理新老居
民、物居等各方矛盾纠纷。在现代小
区治理的融合下，祠堂承载的文化价
值在小区自治平台上焕发生机，有效
激发了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自我管理潜
能，促成了“共享休闲椅”“一瓶水
公益”“26°引力空间”等现代小区
治理案例。

在社区层级，形成多方统筹互动
与综合支持平台。社区作为各小区自
治站的指导部门，通过党组织工作领
导、各部门信息权限内共享、网格微
信群信息互动等方式即时掌握和统合
信息，对小区自治工作的开展发挥指
导与支持作用。充分发挥镇街级社会
工作站作用，为小区自治站运行链接

社会公益资源，同时引入专业社会服
务机构，为基层自治的发展提供资源
支持。

在奉化区锦屏街道花园社区阳光
水岸小区垃圾房改造的过程中，社
区、街道层级的指导作用就得到充分
体现。阳光水岸小区原先垃圾桶露天
堆放，异味大，蚊虫苍蝇多，环境卫
生状况不理想。由于道路不够宽敞，
在装卸垃圾桶时，如遇到车辆进出很
容易造成拥挤，小区居民意见很大，
多次到物业和社区反映要求给出解决
办法。

社区在了解到事件情况后，根据
阳光水岸小区地形，并结合居民楼分
布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和业委会
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经多方调研，
在多次征求居民代表的意见后，决定
在原垃圾桶位置建造垃圾房。

在垃圾房的建筑模板问题上，花
园社区积极寻求兄弟社区经验。在建
造经费问题上，锦屏街道为阳光水岸
小区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并积极为
其对接外部资源。在此基础上，一个
封闭式垃圾房建成了，异味少了，小
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了。

建体系搭平台 让多元主体参与进来

理念植入，提升居民民主意
识。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在小区
公共空间打造多样化的民主阵
地，鼓励居民主动参与议事，充
分调和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
参与积极性。同时，邀请理论层
次高、实践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
领域专家助力，通过“引进来、
走出去、交流互学”等方式，从
社区营造、居民参与、社区协商
等内容着手，向居民分享全国各
先进地区自治经验，分析实现途
径，拓展自治思路，增强居民民
主参与的能力与权责意识。

象山县丹东街道海山社区和
景府小区通过业委会用房里“挤
一 挤 ”、 杂 物 闲 置 房 里 “ 挪 一
挪”、热心居民家里“捐一捐”
等途径，因地制宜地建立居民自
治服务站“阿拉屋里”，现已设
有“会客厅”、“一老一小”活动
室等，并结合小区内两个“邻里
议事亭”不定期开展小区事务商
议工作。“小区绿化带的灯带不
够亮，昨天我们已经换好了，另
外小区门口的大门方案还需要商
量，我们抽空再碰个面协商？”
近日，64 岁的居民金师傅和小

区业委会成员及物业工作人员商
量小区日常管理工作。自小区居
民自治服务站建立以来，和景府
小区总会“上演”这样的“居民
自治”场景。“小区弄得好，我
们自己也舒服。”金师傅笑着说。

专业加持，明确自治发展方
向。邀请专业机构通过实地调
研、座谈交流、培训督导等方式
开展陪伴式辅导，以专业化视角
为小区理事会提供“做什么”的
方向、“怎么做”的思路、“做得
好”的路径，传导民主协商理
念；针对自治项目运作，开展远
程督导、集中辅导、个别指导
等服务，结合项目的开展，规
范项目申请、预算、实施、结
算、公示等系列流程，协助理
事会厘清工作思路，形成规范化
制度。

今年以来，宁波市海曙区社
会工作协会承接了小区居民自
治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通过基本
知识普及培训、现场参观学习、
聘请导师开展交流互动等方式
使学员系统了解海曙区小区居
民自治服务站建设的基本情况
及过程。同时，还组织专家指导

团到各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建设
点实地指导，每个区（县、市）安排 1
次（共 10 次），并深入 100 个点位指
导建设工作，帮助答疑解惑。

技 术 引 领 ，增 强 居 民 协 商 能
力 。小 区 自 治 协 商 议 事 广 泛 采 用

“开放空间”技术，通过八项原则、
六个环节和十三条议事规则的引
导 ，居 民 参 与 从“ 我 来 讲 问 题 ”向

“我能做什么”转变，参与人员从政
府主导的“一元”参与向小区居民、
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转
变。这一协商技术在小区层面建立
了一个便捷、平等的参与机制，并
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自治”
与“共治”的良性互动。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现代社
区建设契机，以居民需求为牵引，
计划到 2025 年在全市推广建设小
区 居 民 自 治 服 务 站 600 个 以 上 ，
进一步推动力量、资源、服务下
沉 ， 引 导 社 工 进 小 区 驻 点 办 公 、
上 门 服 务 ， 打 造 ‘ 环 境 更 美 好 、
服务更有感、邻里更和谐、精神
更 富 有 ’ 的 小 区 幸 福 生 活 共 同
体，筑牢市域治理现代化基层基
础。”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治
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提能力强保障 民事民办一样很出彩

“家门口”的自治服务阵地——小区居
民自治服务站

让居民幸福生活

更加触手可及更加触手可及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物业管理好不好，活动设施

全不全，邻里文娱多不多，这些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更考验的是小区的治理服务水
平。

怎样把“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理念落实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中？宁波市民
政局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试点聚能，从2018年开始，在镇海区探索“家人治家”小区治理模式，打造小
区居民自治互助站。2020年9月，在海曙区推动“统分沉”改革，创新建立“邻舍家”小区居民自治服务
站。通过建立小区党建红色联盟，成立小区居民自治站理事会等，串联多元治理主体，为广大居民在
家门口搭建起一个汇集民意、协商事务、解决矛盾、组织活动的平台，有效破解小区管理难题、激发
居民自治热情。

多年的实践表明，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建立起“家门口的治理和体悟”体系，增强了“群众的事
群众商量着办，群众的事群众参与着办”的认同感，进一步调动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让居
民在参与解决日常生活的“小微事”、公共生活的“愁盼事”、共同富裕的“重大事”的实践过程中，产
生互动交往、集体行动和守望相助，形成了对小区幸福生活共同体的情感黏性……

现如今，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已经走过萌发期、成长期，以更加成熟的机制模式向全市推广。
截至目前，我市共打造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526个。

①镇海招宝山街道银杏小区
红色物业联盟成员讨论小区加装电

梯相关事宜。

②余姚市凤山街道东江社区吾乐雅苑
共享大厅。
③③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龙洋小区居民在小区居

民自治互助站商议小区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