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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队”成为社区治理新力量

梯队主体———

全龄化、多领域、实干派
“第二梯队”的探索和实践，让

许多有能力的“达人”走进社区，他

们运用专业特长、管理经验、个人资

源等优势成了社区治理的智囊团，

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许

多新思路与新可能。

多元化是长征镇梅六居民区

“第二梯队”的一大特色，他们来自

五湖四海、各行各业，覆盖人群多元

且丰富，从年轻人到长者，从“土著

居民”到外来租客，多样的面貌为队

伍日后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广阔的空

间。此外，和许多小区不同的是，梅

六居民区的“第二梯队”成员少而

精，仅有 15 人，在职党员志愿者较

多。“我们做小区里的工作，我觉得

还是要做实一点，既能出主意也能

出力。”居民区章书记对这支精干的

队伍十分称意，“结合疫情期间的表

现和个人意愿综合考虑组成，这支

队伍的成员具有极高的热情度和自

主性，我们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是

他们每位都是实干型。”

未来街区居民区“第二梯队”队

长何瑞雯是一名“90后”，作为一名

城市规划师，步入社区一线成了她

“意料之外，想象之中”的经历。“平

时工作比较忙，基本是早出晚归，和

社区工作接触相对比较少。”一次疫

情带来的志愿机遇让她有了更多思

考，“疫情期间，不少年轻志愿者发

挥各自特长，如在核酸检测上提出

‘分散点位’、绘制‘核酸检测路线

图’，以此细化志愿者辅助采样职

责、优化协作契合度，一场大筛的检

测效率直接翻倍。”无疑，年轻力量

的群体能为基层带来更多活跃的思

维、创意的做法，为社区治理工作注

入更多热情与活力。

梯队任务———

无解顽疾迎来新转机
不仅要在非常时期站得出，在

“平时”，他们也正日益成为参与社

区治理的新生力量，推动日常社区

事务的解决。原先在社区中看似无

解的问题，似乎迎来新的转机。

从一开始在疫情特殊时期站出

来协助楼组长，到参与到社区疫情

工作的方方面面，东旺居民区“第二

梯队”分队长吴佳华也没想到，自己

有一天也会一头“扎进”社区基层工

作中。刚结束“战时”状态不久，她又

开始为因疫情暂停的电梯加装项目

跑上跑下，而疫情期间邻里关系的

升温和居民对她的信任与支持，成

了推动加梯签约的润滑剂。“居委和

物业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加梯这件

事涉及每位居民，光靠他们可能比

较难。”作为从居民中走出的“自治

力量”，她深谙大家的需求和顾虑，

现如今身处“第二梯队”，两者身份

的结合，将推动一些社区事务有更

圆满而顺畅的走向。

据长征镇党群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长征镇将通过社区治理“第二梯

队”推进一些特色工作。例如，打造泾

阳路美好生活示范街区，引导“第二梯

队”参与组建“居委会”“物业”和“业委

会”的区域“三位一体”党群治理联盟；

用好“红色议事厅”平台，组建小区智

囊团，凝聚带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

区治理，为小区发展出谋划策。

梯队保障———

制度灵活可持续
近日，在长征镇社区防疫治理

“第二梯队”工作推进方案中提到，这

支队伍将有序从“战时”过渡到“平

时”，凝聚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

而随着岗位的回归，闲暇时间

的变少，第二梯队成员们如何更好

平衡工作、生活及社区工作三者之

间的关系，继续在小区事务中发光

发热，助力更多社区问题得到解决？

普陀党建给出了一条可循路径———

后疫情时代下，居民区可根据重点

项目或工作，进行职能转移与工作

小组嫁接，保证有序开展。

在队伍组成上，可以根据区域、

职责、项目的不同进行分队；在事务

参与上，“第二梯队”可通过参与“红

色议事厅”等社区自治会议、竞选业

委会成员、成为物业治理智囊团融

入“第一梯队”，也可以通过“双楼

长”“社区达人”等形式凸显发挥个

人优势。 （下转 2版）

随着上海全面推进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停车

难、综合改造、加装电梯、实事项目等一个个关乎老

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重新浮现到社区面前。

疫情防控期间， 在职党员等居民志愿者成了

“生力军”，在全面恢复正常生活阶段后转化为社区

治理的“第二梯队”，他们正成为新生的自治力量，

为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主体注入新鲜血液。 “第二

梯队”是新概念，而挖掘有生的“自治力量”是常谈

的内核， 这一队伍的建设依旧要厘清几个问题，即

由谁组成？ 组成后做什么？ 如何保障队伍的可持续

性？ 在普陀区委组织部指导下，长征镇给出了初步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