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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大宁路街道激发自治力量，通过“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流浪猫治理如何既有温度又有效果

2024 年 6 月 12日

星期三

锚定治理圆心

居民区搭建平台，以“静邻议事

厅”为载体，邀请相关部门，“两代表

一委员”、物业、居民白领代表等共

商共治， 园区党群服务站和楼务会

牵头组建“喵喵联萌”等社团，探讨

流浪猫治理途径。同时，通过党建活

动、党员志愿服务等方式，利用多种

载体普及流浪猫的危害和治理方

法，在社区发放倡议书，倡导以“抓

捕—绝育—放归”TNR 模式推动社

区流浪猫的管理。

社区还通过“治 + 宁”党建平

台，招募“治 + 宁”流浪猫治理合伙

人，成立社区 TNR+ 群护志愿者团

队、园区流浪猫志愿者队伍等，寻找

在流浪猫治理上的“最大公约数”。

激活内生动力

居民区还通过多种渠道， 吸引

小区有志于参与流浪猫治理的各种

资源力量，通过“一个人”带动“一群

人”，激发自治活力。在小区推广 TNR

模式，联合多方力量，对小区、园区内

的流浪猫进行集中抓捕及绝育，减少

流浪猫的繁殖数量，降低传染病传播

风险。同时，街道还鼓励社区、园区通

过募捐、义卖、发行猫咪明信片、娃娃

机义售等方式进行筹款，将全部筹款

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培育社区意识

建立长效机制， 居民区定期召

集“三驾马车”商议，协助居民制定

自治公约，规范喂养的设施标准，完

善相关基础设施， 明确物业的巡查

和管理责任， 确保治理工作持续有

效。同时，培育居民形成社区共同体

意识，推动居民、白领积极参与社区

治理。 通过流浪猫社团促进园区的

企企联动、信息共享，优化园区的营

商环境。在促进社园联动方面，街道

依托楼务会“驻楼优势”，在“宁萌

岛”萌宠乐园举办亲子活动、团建活

动等， 引导园区白领与社区居民多

方互动， 形成社区园区共同推行流

浪猫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接下来， 大宁路街道将继续依

托“治 + 宁”党建品牌，链接更多社

会资源， 拓展文明养宠和流浪动物

整治宣传深度和广度， 扩大志愿者

队伍，壮大社区居民自治力量，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进一步解决社区流浪猫问题。

大宁路街道 供稿

大宁德必易园及周边居民区因优美的生态环境

成为流浪猫的栖息地，但病菌传播、环境污染、叫声扰

民……流浪猫泛滥产生的问题接踵而至， 成为社区

治理一大难点。大宁路街道聚焦群众关注的流浪猫治

理难题，通过“治+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品牌，为居

民和白领创造舒心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

“你为我愁得人消瘦， 你为我

上诉经风险……”5 月 17 日，九里

亭街道亭谊居民区里，沪剧《夫妻

会》里王孝和烈士与妻子互诉衷肠

的片段演出。 这是亭谊居民区党总

支正在进行的“红传九里”沪剧党

课学习活动。 承办此次党课演出的

九里亭街道沪剧戏曲沙龙，创新地

将沪剧艺术与党纪学习教育、红色

文化传播融合，受到基层党员群众

欢迎。

沪剧《夫妻会》讲述了革命烈

士王孝和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

展现了革命先烈的铮铮铁骨。而另

一出沪剧《母子岭手拿一朵红玫

瑰》讲述了在上世纪 20 年代一位

年轻女同志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

故事。 参加党课的党员们表示，

“更直观地感受到王孝和夫妻的深

情和对党和人民的大爱，这种力量

会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继续前

进。 ”

沪剧戏曲沙龙队长李萍介绍，

沙龙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目前团

队人数共有 13 人， 其中不少是从

市区搬到九里亭的居民，他们不仅

喜欢沪剧， 还有相应的表演基础。

沙龙成立之初，街道邀请专业老师

对报名人员进行考核录取，成立之

后又邀请松江区百姓明星张文华

担任指导老师，每周六在街道文化

中心辅导学习、排练节目。

“沪剧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红

色文化的历史，我们应该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 ”李萍表示，沙龙

成立之后，就以折子戏形式排演出

《大雷雨》《为奴隶的母亲》 等具有

教育意义的沪剧经典剧目，也排演

出《陶行知》《江姐》等红色文化题

材沪剧。

沪剧戏曲沙龙每年由松江区、

九里亭街道安排配送至全区各街

道和乡村养老院演出活动，6 年来

已成功举办近百场演出，在松江区

已具有良好口碑和一定影响力。 近

期创新推出的“红传九里”沪剧党

课更是广受基层党组织欢迎，目前

已开始在九里亭街道各居委党总

支、党小组巡回演出，受到基层党

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记者 范献丰

松江九里亭街道沪剧戏曲沙龙：用乡音传递红色文化

跳广场舞， 是老阿姨的专

利吗？ 如今，在奉贤区海湾镇，

就有一支“80后”“90后”为主

的年轻舞团活跃在社区里。 每

到华灯初上，“85后” 新奉贤人

杨晓露便会在火车头广场和姐

妹们一起翩翩起舞。6年间，舞

团人数从十多人升至了百余人，

成员年龄从“50后”到“00后”，

她们成立了“兰亭漫舞”广场舞

妇联，丰富了社区文娱活动。

这个“三新”妇联组织，由

11 名广场舞骨干担任执委，

杨晓露担任主席。伴随着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揭牌，临港蓝湾

被纳入新片区先行启动区，短

短几年，现代化的新兴国际化

社区拔地而起。杨晓露变身公

益教练， 定期上课传授技艺，

让年轻人有了“以舞会友”的

机会。 每年暑假，妇联姐妹们

参加“海好有你”环保活动清

理海滩，热心社区事务，为各

自小区化解不少难题，同时还

主动走进困难妇女家中慰问。

今年舞团妇联受聘为海湾镇反诈联

盟成员，把反诈内容编成歌舞，定期

送进社区、学校、残联、养老院。

舞团妇联还自发制定了海湾

镇广场舞联盟公约，开展“兰韵议

站”议事活动，并将运动的理念带

入到社区，将运动和健康的理念传

播给更多人。 海湾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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