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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路街道巧妙拓展社区治理新渠道

遛趟狗还能助力小区排查安全隐患
每天晚上六七点，家住大宁路

540 弄居民区的 90 后居民小陆就

会牵着自己的爱犬 rocky 在小区里

巡逻，一旦发现有不文明现象或者

安全隐患，便会随手拍照，上传到

“遛弯组”自治团队微信群里。“没

想到我遛个狗的功夫，就能助力小

区排查安全隐患。 ”

从今年起，大宁路 540 弄居民

区的汪星人们就被赋予了新身

份———社区自治队队员。18名狗主

人在居民区党总支的推动下，携爱

犬一起成立了“遛弯组”自治团队。

这支队伍的队长是目前静安区最年

轻的居委后主任、1994年出生的徐

逸俊。 他坦言，之所以萌发这样的

念头，始于他的养宠经历。

去年，徐逸俊拥有了人生中第

一条狗狗。 在养狗前，他原以为经

过 3 次消防改造，小区里的飞线问

题早已杜绝，但在一天两次的遛狗

过程中，他意外发现还是有极个别

的拉飞线充电现象存在。 平时上班

时巡逻小区没发现的问题，遛狗的

时候反而发现了。 徐逸俊灵光一

现：“既然我能边遛狗边发现问题，

小区其他居民是不是也可以？ ”

说干就干， 他将一则倡议发布

到了小区养宠物的业主群里，很快就

得到了响应。通过与居民区党总支充

分沟通、商议后，居委会着手“遛弯

组”的组建工作。 一时间有近 10余

名养犬居民自荐， 一个平均年龄在

35岁以下的“遛弯组”自治团队成立

了，队员人数也陆续增至 18人。

“遛弯组”关注的第一个焦点是

消防安全。居委会以“防消结合”为核

心，邀请团队成员在遛弯、散步的同

时，以“随手拍”的形式，将社区存在

的安全隐患发在微信联络群内。这一

小小的举措不仅拓宽了社区问题的

发现渠道，还弥补了居委会非工作日

时段的缺口，还极大地缩短了问题反

馈时间，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除了对飞线充电进行督查，“遛

弯组”也不忘留意身边的环境变化，

小到垃圾乱扔、路灯闪烁、共享单车

进小区，大到楼道堆物占道、公共设

备损坏等，都逃不过队员们及“自

治犬”的目光。 居民区党总支在此

基础上，积极与物业公司、城管部

门、派出所等多所联动，形成一套

“响应—处置”的问题解决机制。

如何让这个机制成为常态化，

让队伍能持续下去？徐逸俊想到了优

惠券、免单券的激励模式。 他不断链

接居民区附近的商家资源，联系周边

商铺打造“遛弯机制分”激励活动，即

每发现 5次飞线充电现象，就可兑换

一张餐饮券、 狗狗免费洗澡券等，这

让队员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大家都是养狗人士，群里大部

分是年轻人，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

更新了小区养宠公约。”徐逸俊说道，

“遛弯组”在参与社区事务的同时，也

要履行“养宠有方”的义务，通过民主

协商议事会、线上线下调研等，最终

引导“遛弯组”制定并更新了小区养

宠公约。 大宁路街道 供稿

“感谢村干部、 敬老院以

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帮助，在拆

迁过渡的日子里，让我母亲能

顺利地住进敬老院。”近日，江

桥镇高潮 7 队高龄老人朱阿

婆的儿子高兴地表示。

据了解， 朱阿婆今年 91

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生活不

能自理， 之前由她的 3个儿子

轮流上门照顾。“拆迁拿到的毛

坯新房要装修， 但 3个儿子都

没有自购房， 如果找不到房子

过渡， 阿婆就只能住在毛坯房

里。 ”高潮村村委会书记徐一鸣

说道。村委会分析了老人的实

际需求，结合相关政策，建议

将老人安置到附近的封浜敬

老院。敬老院院长姚爱忠了解

情况后，表示非常愿意为阿婆

提供安全、 舒适的居住环境，

并主动提出为老人减免 3 个

月的费用。 在入住敬老院前，

村委会工作人员带朱阿婆做

了全身体检，敬老院工作人员

还上门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 生活

习惯及特殊需求。

10 月末， 朱阿婆如愿住进了

“新家”。 各方的温暖相助，成为村

民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江桥镇 供稿

江
桥
镇
各
方
相
助

九
旬
阿
婆
顺
利
拆
迁
过
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