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路的

贵州小区弄堂
里，石库门外墙

上挂着一盆盆
的鲜花，令老弄

堂有了别样的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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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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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1991年出生的张君

逸进入长宁区北新泾街道新泾八
村居委会成为一名普通社工，她

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大家的认
可，2018年当选为新泾八村居民

区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北新泾街
道干部人事办主任陆鸿表示，居

委会干部是一个团队，对张君逸

的要求会更高。
张君逸只是北新泾街道社工

的一个缩影。自 2016年实施公开

招聘以来，街道共招聘 122人。社

工队伍的稳定主要归功于街道通
过“招留增”工作法，营造拴心留

人的环境。
陆鸿介绍，首先，全力以赴招

聘，切实把基本素质较好、愿意奉献
社区的人员，特别是党员、属地居

民、企业人才、退伍军人，择优录用

充实到队伍中来。
其次，诚心实意留住。定期开

展集中思想教育，将公务员平时
考核工作延伸至社工，充分使用

好绩效考核政策，重视做好评先

奖优工作。

最后，尽心尽力增能。注重培
训和培养。注重激励，在公务员、

事业单位招录中，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用社工。另一方面大力开展

选拔任用工作，社工有机会担任
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居民区专职

党组织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居委

会副主任等职。
记者了解到，“实施社工成长

计划”在近日出台的《2020年长宁

区关于进一步深化社区分类治理

工作的实施方案》中被重点提出。
方案指出，要抓好管理环节、培训

环节、成长环节和激励环节，提高
社区工作者的社会认同度和职业

荣誉感。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加大
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发展党员、

成为居民区书记和居委会主任蓄

水池、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及
“领军、拔尖人才”“青年创新英

才”等表彰推优的力度。
本报记者 屠瑜

“招留增”稳定社工队伍长 宁
北新泾街道

    本 报 讯
（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邯郸路
上的原两江女

子体育师范学校游泳池是虹

口区文物保护单位，曾经荒
废了 20多年，房屋破旧不

堪，场内脏乱差。日前，经过
修旧如旧的修缮，成为附近

虹口区曲阳地区市民健身强
体的体育休闲地方。这一切

都缘起居民陈公照在街道两

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接待会上的

一份提案。近年来，虹口区曲
阳路街道拓展“全岗通”工作

内涵，探索建立可持续的提
案制、约请制、承诺制、联络

制这“四项机制”，整合资源，
帮助居委会解决实际困难、

化解小区治理难题，提升居
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记者在原两江女子体育
师范学校游泳池看到，原先用

于男女更衣室的两栋两层老
建筑修缮后面貌一新，这里有

测量身高、体重、肺活量、血压
等器具，同时还有室内投篮、

跑步器、红外线理疗、律动沙

发等活动项目和理疗设备。居民一早就可

以在这里锻炼身体，“附近原先没有锻炼场
所，现在这里修缮后对居民开放，太好了！”

住在附近的居民周先生对记者说。
据了解，曲阳路街道在走访社区中发

现，居民区的不少问题仅靠居委会自身力
量难以解决，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大到美

丽家园项目，小到暴露垃圾清运，协调难

度很大，相关问题的反馈效率和处置效率
也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街道提出了建立

社区工作“四项机制”，街道负责人介绍
说，提案制以居民区党总支为主导，依托

小区“全岗通”议事会、楼组“全岗通”邻里
会、两代表一委员接待等平台，对涉及本

小区或多个小区“发展规划、公共利益、
公共事务、公共安全、社区公益”等问题议

事协商；约请制是由居委会作为主体，约
请范围为街道各职能办公室和区政府职

能部门的派出机构，约请事项主要聚焦居
民区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需要街道职能

部门或区派出机构提供支持、协助的具体
个案；承诺制要求各职能部门对居委会约

请的事项做出相应承诺；联络制则为每个
居委会明确 1—2名机关联络员和 1—2

名事业联系员，并在 5个网格化片区建立
片长、站长联系片区机制。

据悉，“四项机制”实施以来，街道
“下沉服务”的工作意识强了，各职能部

门也有了更强的主动承担责任意识，在
时间节点内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

着落”，确保问题能及时处置，矛盾能及
时协调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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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社区干部手中， 曾有一
张 A4“密码纸”，上面密密麻麻记录
着不同政府平台的登录用户名和密
码，要查询人户信息、高龄老人、救
助对象等，需按图索骥后，再一一落
实到位。如今，这样的“密码纸”将成
为历史。

刚刚召开的上海市社区工作会
议上提出，要做好社区治理的“加、

减、乘、除”法，其中“乘法”就是要用
科技赋能社区治理。近日，上海市政
府新闻办组织的“每月一访”活动在

浦东周家渡街道举行。笔者了解到，

一个旨在推动智能化与社区治理融
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社区
云”平台，已在上海应运而生；预计
到今年底， 全市 16个区 215个街
镇 6077个居村委会， 将通过该平
台开展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工作。

作为拥有 2400多万常住人口
的超大型城市， 上海在社会治理信
息化、智能化领域作了大量探索，也
在日常运转中积累了庞杂的数据信
息。 尤其是疫情中，让数据多跑路，

让社区干部、群众少跑腿，提高社区
治理的效率和精细度， 已成当务之
急。“社区云”正是“一网通办”“一网

统管”在基层的触角和载体，也是检
验其管不管用的“试金石”。

要让“社区云”上天更能入地，

社区干部、居民是两大目标用户，获
得他们的“点赞”首当其冲。为此，从
平台设计伊始， 就搭建了面向居村
干部的“社区治理”平台和面向居民
的“居社互动”平台。“周家渡街道是
浦东最老的街道， 老旧小区占比超
过 7成。 过去采集基础数据是困扰
基层的大问题，有了‘社区云’平台
后，可以通过‘一个入口’进入市里
的各条线系统。作为社区治理、居社
互动的双运用平台,‘社区云’的出
现恰逢其时。”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

党工委书记华英姿介绍， 比如，为
9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送牛奶服
务，只要通过“社区云”马上可以查
到老人信息，送服务上门；还有各种
老人助餐服务等， 在提供服务的同
时，及时收集老人的需求，反馈提升
到下一步的服务中，确保这些“沉默
的少数”也能得到关爱和温暖。

有了“云平台”，要解决“实战中
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
用”的核心问题，需逐步打破数据壁
垒，打通为民服务的“任督二脉”，还要
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和创新的特质，

让平台成为激发社区自治热情和智慧
的“源头活水”。比如，周家渡街道云台

一居民区拆违后， 改造了一个聚心亭
和长廊，这么好的休闲公共空间，后续
如何维护？ 居委会通过平台与居民一
起“头脑风暴”，共同维护社区公共设
施。从种植花草、认识植物、插标识牌，

到制定管理公约，居民全程参与，真正
体现了“我的小区我做主”，也让“线上
社区”成为线下社区建设、新型邻里关
系的黏合剂。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
治。 该平台构建了社区治理的 “云
上”空间；但要化云为雨，还需精雕
细琢、久久为功，让“社区云”的甘霖
润泽民生， 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
们更加安心、舒心、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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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区云”的甘霖润泽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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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杨浦区殷行街道国

伟新苑居民楼的 6 台电梯轿厢
都安装了一台智能感应监控器。

只要电梯里出现了电瓶车，监控
器就能感应到电磁波并让电梯

停运。
小小一台监控器，改变的是

居民们几十年的陋习，而采取疏

堵结合措施、改建车库实现乱停
车现象清零的背后，则是殷行街

道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巧打“BOT

牌”，用市场杠杆撬动社区微基

建，推动智能车库改造、加装电
梯、菜场改建等社区微更新项目

的高质量发展。殷行街道办事处主
任孙辉说，政府不能出钱“造盆

景”，人民城市的社区实践应该让
老百姓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

采访中，街道相关负责人并
不避讳殷行社区基础条件薄弱的

问题。就拿辖区内 193个非机动

车库（棚）来说，大多建于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在传统模式下，车辆

被盗、私拉电线等问题屡屡发生，
更有九成以上住着小区物业、保

洁等人员，在里面使用液化气钢
瓶生火做饭的占到三成，曾发生

数起安全事故。

老旧车库隐患丛生怎么破？
殷行街道以“党建引领，政府指

导，市场运作，智能管理，法律保
障”的模式，借鉴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领域常用的 BOT 模式（建
设－运营－移交），通过政企社合

作，以约 15%的财政引导资金，撬
动企业带资入场，改建方案、经营

权和收益权的让渡、收费标准等
问题均由居民、业委会和物业公

司与企业协商制定，并签订合同，
激发和凝聚社区自治能量。

目前，殷行街道已通过这一

模式，完成 137个规模型非机动

车库的智能化改造，社区面貌焕
然一新。今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

153个，并且，通过更灵活的智能
化改建和管理方案，力争实现对

剩余 40 个迷你非机动车库的升
级改造。

在非机动车库改建中引入

BOT模式尝到甜头后，殷行街道
在更多直面百姓切身利益的社区

更新领域探索放权减政，以党建
引领推动多元参与，扩大公共服

务供给渠道，把“共建、共治、共
享”做到最大。

今年，殷行街道加快了加装电
梯的步伐，上半年已有 10台签约，

今年计划将实现“协商一批、审批
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

批”，这其中，BOT模式的探索也有
望发挥更大作用。据孙辉介绍，与

传统的“居民出大头、政府贴一点”

模式相较，企业带资入场加装电

梯，居民以“包月”“包年”形式购买
使用权，企业在一定年限后将电梯

产权让渡给居民，这不仅可以绕过
目前加装电梯普遍存在的一些堵

点，给加装提速，还能解决保养维
护等后续问题，是一项很有复制推

广意义的探索。

同时，殷行街道始终把党建
引领作为重要抓手。近期，街道党

工委正在酝酿在条件成熟的居民
区成立加装电梯临时党支部，配

合街道自治办牵头，共同推进社
区加装更多电梯。此外，在老旧菜

场改建、空置幼儿园转型等微基
建项目中，殷行街道也因地制宜

采取了“党建引领、政府指导、市
场运作”模式，加快实现社区更新

步伐，全面提升殷行人的生活品
质，实现政、企、民的共赢。

本报记者 孙云

治理模式巧打“BOT牌”
杨 浦
殷行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