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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网络化样本———

宝山“社区通”唤回熟悉邻里情

“社区通”，成了老小区的“变身密码”

    在这里，“真正的邻居们” 发布 “真切的邻里

事”，每次发言都有回应，每次求助都有结果

    素不往来的邻里逐渐熟稔， 脏乱差的小区也逐渐脱胎

换骨，居民们格外珍惜，凝聚力强了，小区自治力也增强了

    有居民说，小区如今特别有归属感，前几年还和老公商量换

房子，现在不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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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通”将社区活动广而告之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 宝山九村通过“社区通”，广泛采集居民建议，扩大整修了公共空间

首席记者 潘高峰

    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在宝山九村，年过六旬的卢阿

姨，无偿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

接娃放学，一接就是一年半。

除了卢阿姨的热心肠，这个故

事背后还有一个宝山人都熟悉的名

称：“社区通”。 卢阿姨说，是“社区

通”让大家有了以前那种老邻居的

感觉，总想着有困难就帮一把。

“社区通”究竟是什么，又是怎

样把居民的心连在一起的？答案背

后， 其实是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网

络化的一种探索，也是“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

生动实践。

对面陌生人 成了老熟人

走进宝山区淞宝路上的宝山九

村，记者眼前一亮：干净整洁的小区

里，步道多彩，绿草如茵；宽广大气

的广场，古色古香的凉亭，供人休憩

的长廊爬满绿藤；小区道路两侧，灌

木修剪齐整，停车位漆划如一。

对于一个有着 22 年历史的老

小区来说，这一切殊为不易。 友谊

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冉旭告诉记

者， 以前的宝山九村， 小区破旧脏

乱，到处是违法搭建，杂草长得半人

高，居民改造呼声一直很大。 但奇

怪的是，每次大张旗鼓改造，最终都

无疾而终。

“大家心不齐，又担心改造过程

中有猫腻，经常赞成一半、反对一

半，没一次能搞下去。 ”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郭丽瑾说，宝山九村规模较

大，被围墙分割为南块、北块、中艺

花园三部分。复杂分散的小区布局，

让居民间缺乏交流，也缺乏理解。

3 年前“社区通”上线后，一切

有了改观。“社区通”是什么？通俗来

讲，它就像以前的大型网络社区，只

不过人们在上面扮演的都是真实角

色。 它以微信为平台，为每个小区

设立独立二维码，居村民扫码登记、

实名认证、审核后成为用户，确保上

线的是“真正的邻居们”，发布的是

“真切的邻里事”。 通过线上线下的

交流互助，居村民逐渐从“对门陌生

人”变成“社区老熟人”。

起初，“社区通”最大作用是投

诉、求助。 而当每次发言都有回应，

每次求助都有结果，居民开始大量

涌入。 除了经常 @ 居委干部，大家

在“议事厅”板块的发言多了起来。

郭丽瑾记得，从那以后，几乎每

次小区改造征询，都是在“社区通”

上完成的。大家有意见想法，都能畅

所欲言，有误会和不满，也会有人回

应开解。很多时候，不是居委干部而

是居民自己扮演了这种角色。

“比如小区要设置第二批车位，

公示的时候， 一位住在 3楼的居民

表示不满，认为会影响他。 ”郭丽瑾

记得当时马上有一位居民发帖：“我

就住你下面的一楼， 要影响也是影

响我，我都没反对呢。这是造福大家

的好事，我支持！”于是，那位反对的

居民，最终也不再坚持。

你诉急难愁 我来搭把手

素不往来的邻里逐渐熟稔，脏

乱差的小区也逐渐脱胎换骨。

环境的改善，面貌的提升，让居

民们格外珍惜，凝聚力也更强了。正

因如此，当家住 92号楼的吴女士因

无人接送孩子“走投无路”时，42 号

楼的卢阿姨主动伸出了援手。

吴女士在一家国企从事采购工

作，下班较晚。丈夫在一家国企从事

软件开发，长年在外出差。双方老人

又都在外地， 一家人最愁的就是接

孩子放学和放学后的看护问题。 吴

女士在“社区通”“邻居”版块的“小

区群” 里叹苦经， 令她万万没有想

到，没过几天竟然有人找上门来。

这位热心人就是卢阿姨。 她在

“社区通” 上看到吴女士的困难后，

觉得自己能帮上忙。 但准备拨打吴

女士电话时，她心里又有些犹豫，担

心一个陌生人主动联系， 反而会让

对方多想。思前想后，卢阿姨找到居

委主任孙霞，让她带着自己上门。

吴女士又惊又喜。 更令她感动

的是卢阿姨的细心周到， 为了拉近

和孩子的距离， 她先邀请母子俩去

她家做客，让孩子熟悉新环境，同时

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在

卢阿姨细心呵护下，从第一天起，接

孩子放学和看护就十分顺利， 吴女

士心头大石终于落地。

无论刮风下雨， 卢阿姨坚持每

天准点到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接孩

子放学，带孩子回家，等待吴女士下

班来接。这一坚持就是一年半，直到

孩子奶奶抽出时间来沪照料才告一

段落。 对此，吴女士既感动又感慨：

“真的是社区亲如一家的温暖。 ”

郭丽瑾告诉记者， 有了“社区

通”，曾经的“熟人社会”又回来了，

“社区通” 拉近了居民间的距离，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整个小

区的自治力也增强了。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老小区加

装电梯都很难。 我们小区去年装了

2 台，今年有 8 台已经完成公示，马

上就要安装， 还有 10台也在筹备。

难得的是， 整个过程基本都是通过

‘社区通’互相学习借鉴，再通过居

民自治自己完成的！ ”郭丽瑾说。

居民提建议 政府解难题

宝山九村的故事， 只是“社区

通”基层治理网络化的一个缩影。与

传统社区治理相比，“社区通” 代表

的其实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新

模式，人民建议丰富了治理格局，也

体现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理念。

和年轻人每天捧着手机刷微信

朋友圈一样，家住共康雅苑二居 83

号的金阿姨，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打

开手机刷“社区通”。 一次偶然的机

会， 金阿姨发现居委会活动室背后

的空地又脏又乱，就在“社区通”上

提议，把这里改建成公共休闲绿地。

这个建议得到了小区居民的响

应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根据大家的

讨论结果，居委会设计了三套方案，

共有 500多位居民参与讨论投票并

选定方案：休闲、种花、种菜一体，取

名为“世外桃源”。

在庙行镇， 不少居民希望调整

宝山 20路公交运行时间，解决出行

难题，这些在“社区通”上发出的呼

声，很快引起各方关注。 区、街镇两

级政府联动解决难题， 区委书记更

是带队现场办公。 两周后，20 路新

班次顺利开通，沿线居民拍手称快。

通河四村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末，小区空间狭小，公共设施缺乏。

“社区通”上线后，很多居民发帖呼

吁：希望能有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两

年前， 街道新建敬老院成为契

机———能否把小区敬老院的老人搬

迁到新的敬老院， 空出来的小楼改

建成供“公共客厅”？ 这一想法，在

“社区通”上获得大量支持。

“公共客厅”改造进入议事日程

后，居委会又在“社区通”上发起征

询：大家希望“公共客厅”有哪些功

能，哪些空间？投票数最高的项目成

为最终方案。 去年 7月“公共客厅”

竣工，一站式服务窗口、社区卫生服

务站、 智能化设备体验室、 亲子乐

园、阳光烘焙、达人工作室、阅雅室、

康乐室等多种功能区一个不少。

小区居民黄耀芬说， 自己退休

10 年，一直闷在家，出门基本上是

看病，有了这个“公共客厅”，每天都

出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而且特别

有归属感。“前几年我和老公还商量

换房子，现在我们不想走了。 ”

成果可视化 参与深度化

“社区通” 还解决了另一个问

题：让基层治理成果“可视化”。

在宝山区政府的“社区通”指挥

中心平台上，随意点进一个居村，都

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与居民的各种实

时互动。 群众诉求是否第一时间被

倾听、被回应、被解决？ 居村书记作

为“第一责任人”和小区“群主”，是

否做到全天候、 零距离、24 小时响

应……一切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对于居委干部来说，这是压力，

也是动力。 吴淞新城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叶春梅感叹，“社区通” 已经把

她从“8 小时书记”变成了“24 小时

书记”。“不管什么时候，居民 @你，

都要马上回应。 ”

过去， 评估基层社会治理搞得

好不好， 很难有量化的标准和感性

的认识。现在登上“社区通”，治理成

果，民心向背，尽在其中。 宝山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张丽英告诉记者，“社

区通” 还实现了居委会改选全程直

播，居委年终考核线上评议，不仅打

破了以往都是社区“熟脸”参与居委

考核评议的惯例， 得到了广大居民

群众的热烈响应和踊跃参与， 也更

加科学合理地反映社区工作实绩和

居民群众的满意度。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社区通”

的移动互联形式， 让人民群众的社

区治理参与度不仅从“少”到“多”，

从“被动”到“主动”，也从“老”到

“青”，从“浅尝辄止”到“深度介入”。

大量年轻“上班族”纷纷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50 岁以下群体上线占比已

达到六成以上。

宝山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全市上下正如火如荼开展‘人

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宝山区朝

着打造更富魅力的滨江新城目标，

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落实、加

以推进。”据统计，目前“社区通”已

覆盖568个居村、2548家实体企业、

433家商户，52万户家庭、74万余名

居村民、 近8万名党员和2.5万名企

业职工，互动交流总量超1.5亿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