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已“为自己代言”

俞范社区成立于2003年1月，是镇海区蛟川街道最早成立的社区之一。
辖区面积4.5平方公里，横跨6个村，常住人口5600余人，是一个散居的城郊社
区。

俞范社区成立时，城区的不少小区已经开始引入物业管理。“我们地处城
郊，不是全封闭小区，当时每月每户就收4元卫生费，没有物业愿意来。”俞范
社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徐元棠说。

先天不足，让俞范社区自成立以来就成为被物业服务企业遗忘的角落。
时至今日，现任社区党总支书记索冬娜仍没有完全打消引入物业管理的念

头。只是，在历经16年的风雨后，社区越发老旧，“物业来了一看就连连摇头”。
没有物业，就没有业委会，普通业主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代言”。
如何“代言”？一开始，业主没经验，徐元棠心里也没底。当时，他动脑筋

想了两招。
一招很接地气。每个社区总会有一群“热心肠”，“鼓励他们担任‘卫生

员’，每天负责楼道卫生。当时大家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没有现在那么高，卫生
搞好了，就没有太多意见”。

一招很有远见。“当时我们社区住了不少老师，还有很多在镇海炼化上班的文
艺骨干，借助他们的力量，社区成立了书画联谊会、星苑艺术团，还有广场舞队。”

在2003年，社区文化建设远没有现在搞得如火如荼，徐元棠却视之为
“社区发展的灵魂”。在他看来，文化建设能够促进成员之间的感情，能够改
善邻里的关系。

书记爬下楼顶的一幕让人动容

85岁的孙良才在俞范新村住了20多年，见证了社区从无到有，亲历了业
主“为自己代言”之路。在他看来，业主们愿意“当家”，离不开社区的付出。

他住的俞范新村3号楼地势低洼，每次遇到大雨天，就容易积水，尤其是
每年8月中旬大潮汛期间，积水经常没过小腿肚，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每次只要一下大雨，社工们总会在第一时间到居民家中查看，淋着雨、蹚
着水，推着装满沙袋的板车。

孙良才看了于心不忍，“社区11个社工，都是女将，太不容易”。
老小区年久失修，下水管道经常堵塞，几乎每两个月都要疏通一次。社

区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决定打通西口，重新铺设管道。
“索书记自己爬到楼顶去查看线路，我看她下来时，两条腿都在发抖。她

不是年轻的小姑娘了，爬上爬下不容易。”孙良才说。
这次管道铺设，刚好经过一户业主家的车棚，需要拆除车棚才能继续施工。
放在车棚的一大堆东西无处可放，业主有些为难。孙良才主动打开车棚

门，“把东西先放到我家里来好了”。
索冬娜被孙良才表扬得有些不好意思。她说，待业主如亲人，是俞范社

区自成立之初就形成的优良传统。
特别是2005年到2006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工程开工建设，大量外

来务工人员涌入社区，“车棚被撬”等治安事件一度频发。
“从老书记（徐元棠）开始就主动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社工

经常到居民家中慰问、走访，渐渐地，彼此之间有了感情和信任。”索冬娜说。

16年，镇海俞范社区
上演“当家人养成记”
业主愿意“当家”=
现实很残酷+社区很暖心+
党员很支持+志愿者很给力

不同于盛
世华城小区的
社区、业委会、
物业“三驾马
车”配合治理；
也不同于九五
花园将“专业
化”落实到小
区治理的细节
中，在过去16
年里，镇海区
蛟川街道俞范
社区的业主们
选择“为自己
代言”。

在全体业
主的共同努力
下，该社区先
后获得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
建示范区（单
位）、全国第三
批优秀学习型
社区、市文明
单位、市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等荣誉称
号。

俞范社区
的业主们又是
如何做到把社
区当作自己的
“家”，愿意并
习惯“当家”的
呢？

俞范社区的志愿者团队为居民服务，虽然都是些“配钥匙”之类的小事，却实

实在在帮居民解决问题，让居民对社区更有归属感。 受访单位供图

党员挑大梁的“排忧解难110”

郑国平话不多，笑眯眯，平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骑
着“小电驴”在社区里转悠。他在社区里有个特别的称谓：“排
忧解难110”。

因为实行自治，像保洁、保绿等日常养护工作通常由社区
雇人来做。劳动强度大，报酬低，也使得人员的流动性特别大。

有一段时间，索冬娜到处招人，但始终没有合适人选。
“我来试试看。”郑国平主动请缨，“来不及干的话，我可以

叫老婆、儿子来帮忙”。
在俞范社区，像郑国平这样的热心党员不在少数，90岁

的老党员高瑞娥就是其中之一。
高瑞娥每个月的养老金也就3000元左右，但只要社区里

有困难家庭需要帮助的，她一出手就是1000元。
在街上见到流浪人员，带回家吃饭睡觉；在夫妻吵架、激烈

动手时，出手劝阻；在家庭困难者寻找工作时，主动送去衣服、
被褥……高瑞娥的仗义，在俞范社区是出了名的。

发挥基层党员的带头作用，是俞范社区引导业主成为治
理主体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初，俞范社区成立老年大学，索冬娜的设想是让有兴趣
的居民自由报名。徐元棠的一番话让她改变了主意：“要发动
党员主动融入群众文化生活。”

如今，在党员的引领下，老年大学的成员主动结对社区的
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每个月还积极参与社区“微爱基金”的
捐款，去帮助那些民政捐助不到的困难群体。

社区的事，自治小组说了算

如果说社区的暖心服务和党员的主动帮衬，为俞范社区
的业主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那么业主自治小组的成立
和运作，则引导业主“为自己代言”更加规范化。

俞范社区下辖的彩炼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有7幢居
民楼，共183户。和许多没有物业的老小区一样，彩炼小区的
停车、门卫、保洁、保绿、维修等物业工作，均由社区管理。

2015年春节前后，小区居民对社区招聘的门卫不满。社
区又帮着挑选好几个人选，但仍旧众口难调。

索冬娜提议，干脆，社区搭台，业主代表组成自治小组，自
己来招聘门卫。

11名在小区里有一定影响力的热心人，组成了自治小
组。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小区的“闲事”。

招聘门卫就是其中之一。自治小组组长沈仁业说，做好这
件事的关键在于公开、公平、公正。通过对外招聘，新上任的门
卫认真、负责，小区里的抱怨声也随之减少。

同样是在彩炼小区，登记在册的车辆有120余辆，已有的停
车位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业主怨声载道。

又轮到自治小组出马：设计问卷，入户走访，最终以98%的
同意率，整改荒草地，为小区增加了30多个停车位。

在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治小组的执行力越来越
强，而业主参与日常管理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以前是楼长、
自治小组在管，现在是业主的自我管理意识增强，小区的各项
工作推进也变得更加容易。”索冬娜说。

26支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治理

在俞范社区，各式各样的志愿者队伍多达26支，参与人
数多达400余人。而他们也成为社区、党员、自治小组外，参
与社区治理的生力军。

社区老小区多，老年人多，其中还有不少是独居老人、失独
老人，如何面对死亡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2010年，俞范社区成立了一支“终极关爱”志愿者团队，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老人的生前关爱、临终陪伴、死后服务以及
丧偶陪伴。在社区层面，像这样的志愿者队伍并不多见。

“这些年来，我们的志愿者陪伴81位老人走完了他们人
生的最后一程。”索冬娜说。

这些年来，公益活动众多也成为俞范社区工作的一个亮
点。除了终极关爱服务，帮扶、理发、维修等志愿者团队还为
居民带去了暖心服务；多支文化团队，更是走出社区，甚至走
出镇海。

在索冬娜看来，这26支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
服务，“业主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如果由社区出面处
理，他们可能会有抵触情绪，而由志愿者出面，往往更亲近，更
好说话，有利于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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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的“小区治理探索”系列报道推出后，受到社会各界，尤
其是广大业主的关注。也正是在业主们的推荐、毛遂自荐下，才
挖掘出一个又一个在小区基层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
您所居住的社区有没有好的经验和做法想要和大家分享，或者
您所居住的社区仍存在一些有待改善之处，希望通过集思广益
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