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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七个葫芦娃”

“一旦遇见校园霸凌，你要大声说  ！然
后，告诉老师、同学、家长和小巷总理们，决不能
闷在心里。”面对无助的孩子，倪菲的语气总是
温柔而坚定。做了十年“小巷总理”，倪菲早已
不再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居委小白”，尤其是
法治小院的锤炼，更让她和同事们远离了“本领
恐慌”。

建德路 号，瑞金二路街道的法治小院。
这里活跃着“七个葫芦娃”。  后倪菲，建德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  后张雨薇，瑞金二路街道司
法所青年干部。两位都是法治小院的主理人，
也是“七个葫芦娃”的组织者。

法治小院毗邻瑞金医院、黄浦区检察院、 
号桥创意园区、思南公馆、周公馆等驻区单位、
企业园区和名人旧居，公共空间人流量很大。
这样的地缘特征，决定了法治小院有两个不寻
常：一是服务人群多样，二是专业资源丰富。

法治小院所在的建德小区，建于上世纪  
年代，   多户人家中逾三分之一是流动人口，
不少短租客都是全国各地来瑞金医院就医的患
者家属。谁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七个葫芦娃”应运而生。“葫芦娃”们的大
名叫——“七色七心”法治服务小分队，由瑞金
二路街道司法所组建，分别是：红色初心普法
队、橙色安心巡逻队、金色暖心调解队、蓝色放
心护管队、绿色贴心公服队、白色纯心医护队、
粉色舒心疏导队。

在法治小院，有两个地方很能体现“七个葫
芦娃”的治理能力。一个是“菲常空间”，另一个
是“法治来吧”。“菲常空间”，就是粉色舒心疏导
队的工作间，由倪菲负责。一进门，就看见一墙
淡绿，好像早春萌发的枝芽，主理人一身粉马
甲，和和气气。面对来访者，倪菲的开场白往往
是这样的：“无论邻里矛盾、家庭纠纷，还是各种
各样糟心事，都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想要解决
问题，那就请先稳定情绪，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好的，开始吧。”

由此开始，“七位葫芦娃”的接力就启动了：
该普法就普法，有红色“葫芦娃”；该调解就调
解，有金色“葫芦娃”；若还需升级服务，老人孩
子要临时管护，有蓝色“葫芦娃”；若居民、租客
还想咨询医药健康问题，有白色“葫芦娃”，他们
中有好几位都是三甲医院的退休老专家。这群

“葫芦娃”都是建德居委会成员和各类社区志愿
者。因为他们，“小巷总理”倪菲更有底气去面
对各种各样的治理难题。

对此，张雨薇也深以为然。在她看来，法治
小院不只是普法的地方，更是为民服务“零距
离”的综合体。社会生活、基层治理，法律规范
的只是底线，要让人们的生活在底线之上更有
品质，才是法治小院的理想。

法治小院旁边有一处紫藤花架，今年街道
司法所把它打造成零距离家园议事的户外空
间——“法治来吧”。这个“吧”里有个“回音
壁”，上面公示着区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
无论是适老化改造、老年助餐，一年来实实在在
的进步，都能看得见。

原本居民打牌、闲置堆物的地方，如今成
了家门口普法议事的好去处。这让张雨薇特
别开心，在法治小院里，这位  后法律人找到
了职业成就感——别看小院不大，心胸却不
小，这座家门口的公共法律服务客厅大门永远
敞开，接纳不分地域的人们，只要有需求，小院
都“欢迎光临”，专业又敬业的“七个葫芦娃”，就
在小院等着。

二 太阳鸟小屋

墙上，有个“太阳系”。太阳、地球、月球、
火星、水星……各就各位，还有宇航员、不明
飞行物和太空望远镜，都在墙上自在“飞
行”。无疑，这位用贴纸制作了墙上“太阳系”
的人，一定是太空迷。

这里是河南南路   弄，太阳都市花园
（后期）太阳鸟小屋“零距离家园 · 小站”。一
个正在变“老”的小区，可以变得天真烂漫鲜
活生动吗？“小站”给出肯定的回答。

本世纪初，太阳都市花园（后期）商品房
小区交付使用，  多年来，人老了，小区也在
老去。最近几年，豫园街道太阳都市居民区
党总支以“太阳之手”社区自治项目，发掘热
心居民骨干，由居民们主导小区地下公共活
动室改造，原本脏乱差的地下空间焕然一新。

今年，“太阳之手”升级为“零距离家园 ·

小站”项目，再次向居民们集思广益。大家对
“小站”功能、背景主色、安全事项提出各种意
见建议，多次协商设计方案，确保地下空间兼
具“童趣”和“安全”。

小站建设过程中，主理人团队发动多方
力量，邀请社区达人能人，联动居委、业委、
物业出资出力。太阳都市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殷丽姝说，居民自治骨干自筹经费，购买
安装乐高墙和收纳箱，增添儿童玩具、桌椅；
物业帮忙新装无影灯，并在上方管道处加装
防撞软包；社区绘画小能手在开关、墙角边
增添小墙绘。

好地方，更要有个好名字。太阳都市
居民区党总支牵头发起小站征名活动，线
下、线上同步，征集到太阳谷、太阳鸟、向阳
园等十多个名字，后续通过投票，“零距离家
园 · 小站”——太阳鸟小屋正式挂牌。

太阳鸟小屋的建设过程，就是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鲜活实践，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
青年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携手共治共享
家园新空间。其中，新空间的阅读角，就是居
民热情参与的代表作。

那位把“太阳系”挂在墙上的人，微信名
“打怪兽的喵”，主动申请担任义务图书管理
员。    多册图书，都来自居民和企业捐

赠。他把书整齐上架、科学分类，就像图书馆
一样。这些图书时代特色很浓郁，从凡尔纳
的《海底两万里》系列科幻，到整套的《哈利 ·

波特》，再到刘慈欣……捐赠人从  后、  后
到  后，接力奉献着每个时代的“阅读最爱”。

有意思的是，阅读角虽小，规矩却很大。
阅读角入口的立柱上，《告读者书》赫然在
目，中心意思很明确：开卷有益，多读好书，
但阅读仅限于阅读角，概不外借。这约定，
人人遵守。阅读角也要有个自己的    （标
识），居委会又发起设计大赛。居民们热情
参与，就连已经定居国外的“原居民”也发来
设计作品。

最后，竟然是 岁的左在源小朋友以   
票荣获第一。他的设计究竟好在哪里？你
看，太阳公公笑得多开心，眼睛笑弯了，两撇
八字胡也笑歪了，胡子下面一排小书架，倒是
整整齐齐。啥叫天真烂漫，童趣盎然、活力四
射？这就是。

一年来，“零距离家园 · 小站”建设小步快
跑不断升级——增设幼儿活动区，实现休憩
议事、邻里互助、文体活动、儿童娱乐等多功
能集合，更好满足社区全年龄段居民的需求，
居民们充分感受到——自治有我，协商氛围
浓起来！

居民们很爱惜“太阳鸟”，爱到什么程度
呢？地下室出口，挂着一张“出门提醒”：最后
一位离开自治活动室时，请把铁门轻轻掩上，
以防野猫进入损坏设施。不过，“太阳鸟”的
大门也是敞开的——活动室的桌球向周边社
区开放，引来不少中学生。很多年后再回头
看看，下午放学，来“太阳鸟”打打球，多么愉
快的少年记忆。

三 菜场小站

一只崭新的微波炉上贴着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A 、A 、A ……A  号摊位集资购买。

这里是蒙西菜场“爱心小屋”，这里摆放
着的微波炉由  位摊主捐款添置。有了微
波炉，就能吃上热乎饭，但来热饭的，可以是
菜场内外的任何人。

蒙西菜场是沪上知名网红菜场。今年，
菜场里的“爱心小屋”改造空间结构、集中资
源需求，变成了开在沪上菜场里的第一个“零
距离家园 · 小站”——友“益”健康充电站，大
家更习惯叫它“菜场小站”。

“菜场小站”虽小，覆盖人群却不小。菜
场周边的居住人群、工作人群、流动人群和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如何为他们提供精准、普
惠、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打浦桥街道搭建平
台，组织大家一起来畅想小站的设计方案。

“希望变成一个能歇歇脚、聊聊天的地
方”“微波炉是我们的刚需，早饭、午饭都需
要”“希望有个能让孩子休息、做作业的地方，
在摊位里根本挪不开身，也没时间照顾他们”

“要把小站布置得更有特色、更加温馨，成为
菜场里一道风景线”……明确了需求，就先从
外部入手，在小站入口处设置指引牌，引导居
民轻松找到；再对内部优化，增加储物柜、折
叠桌椅、免费接水点、加湿风扇、折页展示架，
色调柔和、灯光温暖、绿植养眼、轻松自在，很
有亲和力。

不仅群策群力打造“菜场小站”，街道还
通过推行“自主申报、实地调研、民主共商、草
拟方案、意见征询、统筹建设、共建共享”的原
则招募小站主理人，发挥“零距离家园”理事
会的作用，持续引导社区多元主体有序参与
小站设计、建设和运维。

“  位摊主出资为小站购买了微波炉；
蒙西居委为小站添置了儿童绘本和小玩具；
菜场商户共同制定文明公约，让小站绿色运
营、暖心循环。”蒙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尹晓
芸说，“菜场小站”就是要让居民拎好“菜篮
子”，装满“幸福味”。打浦桥街道和巨鹿集团
蒙西菜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持续举办

“蒙西菜场健康指导服务”，由家庭医生、营养
师、营养护士组成的营养团队，送“营养科普”
进小站，同时开展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

一年来，打造“菜场小站”让“烟火气”里
的“幸福感”更浓厚。  岁的叶晟芯从小在
菜场里长大，她的爸爸妈妈在菜场里卖南北
货也有  多年了。如今，这位读四年级的小
队长有个小心愿：和同学们一起做一次“菜场
小站”的社会调查，更深入地了解小站，伴随
它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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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西菜场友“益”健康充电站成了孩子们学习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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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金二路街道的法治小院，志愿者向居民普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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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路1号，法治小院；蒙自西路2号，蒙西菜场
公益小站；河南南路368弄，太阳鸟小屋……它们有
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零距离家园·小站”。
今年以来，上海黄浦区探索基层治理新方式，逐

步完善“街道—街区—居民区”三级“零距离家园”体
系，生动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截至目前，已建成101个“零距离家园·小站”。
今天是国家宪法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

公民法治素养，推动基层社区依法善治，“零距离家
园·小站”究竟能做些什么？来听听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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