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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城市治理的内生力

    汪曾祺曾写道： “看看生

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

的辣椒，热热闹闹，挤挤挨挨，

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的

确，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也是城市里最暖心的一幕。

共享休闲空间、 爱心椅、

加装电梯、社区公益基金……

老百姓关心的大城小事如何一

一安排妥帖？ 如何通过激活社

区细胞让城市充满活力， 并以

此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若干

有特色的社区自治案例， 通过

最佳实践， 寻找城市治理的活

力之源。

活
力

    在一个街道， 社会治理创新

实践基地，能做什么？一个社区公

益基金牵手公募基金会， 又会怎

样？ 上周，这两样新鲜事，都在黄

浦区五里桥街道发生了。

先来看看， 社会治理创新实

践基地。原来，五里桥街道和沪上

六所高校学院签订“五里桥社会

治理创新实践基地学生实践合作

协议”，实践基地为高校人才进入

社区开展调研、实践提供平台；基

地还为专业人才和社会组织搭建

桥梁， 引导、 支持大学生进入社

区、社会组织等领域实习、就业，

充实基层社区工作力量， 增强基

层专业服务能力。

显然， 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基

地就是一个平台， 是大学生的实

践平台、就业平台，更是社区治理

吸收“新力量”的创新平台，平台

的目标导向就是社会治理创新。

再看看， 社区公益基金如何

牵手公募基金？ 2017 年，五里桥

社区基金会由街道、 辖区企业和

爱心人士共同发起， 作为黄浦区

首家社区基金会， 五里桥社区基

金会致力于调动社区参与、 促进

社区融合、整合社区资源、解决社

区问题。上周，五里桥社区基金会

和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签订“‘消

费捐’战略合作备忘录”，以此扩

大社区基金会公益影响力。“牵

手”之后，将有助于整合社会多维

度资源，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提

升社区基金会的筹资能力， 调动

居民参与社区公益的能动性和积

极性。

新鲜事也不是突然发生的。

“近年来，五里桥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 创新社会治理， 服务基层群

众， 着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

育和发展。”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

记沈永兵说，街道通过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促

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专业化、规范

化，形成以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社区基金会“三驾

马车”为核心，社会组织、高校、共

建单位等社会力量为支撑的社会

治理公益服务联盟，推动社会治理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新气象”。

首席记者 姚丽萍

    “这个椅子装得好，我们上楼

时累了可以歇歇脚。”自从楼道转

角处设置了爱心椅， 静安区大宁

路街道大宁路 538弄小区 4 号楼

的居民们感觉舒服又温馨。

在 3楼楼梯转角处增添的两

张折叠爱心座椅， 一排无障碍扶

手，只占了楼道一小部分空间，不

影响通行， 又给老年居民上下楼

提供了一个临时休息的设施。 这

是楼组公共议事会商量后作出的

决定，也是他们“议出”的诸多好

事中的一件。

大宁路 538弄小区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建造的老旧小区，房屋

都是 5层或 6层、 未安装电梯的

多层建筑。 随着社区老龄化的加

剧， 楼内老年人上下楼梯普遍感

到力不从心， 老年人爬楼梯成为

一件烦心事，经常是夏天一身汗，

冬天直喘气。久而久之，很多住在

高楼层的老年人， 特别是腿脚不

便的，都不愿意下楼了，这也成为

社区养老的一大难点。

为解决 4号楼内高楼层老年

居民上下楼难的问题， 楼组长牵

头召开由楼组居民参加的公共议

事会，商讨解决方法，最后大家一

致同意设置“爱心椅”。 上下楼走

累了可以坐一坐， 以往只能宅在

家里的老年居民， 更愿意下楼走

走了。 不少热心居民还时不时清

洁擦洗“爱心椅”，定期加固螺丝。

记者昨天在采访时得到一个好消

息： 未来，4 号楼还有望加装电

梯，使老人们出行更省力、方便。

在大宁街道社区里， 许多实

事工作在基层的响应与推进，都

离不开楼组居民骨干的热心参与

和付出。 538 弄 5 号楼是小区里

第一栋成功加装电梯的楼组，在

电梯加装工程的推进中， 由居民

区党总支牵头， 在楼组长以及楼

组骨干对每户居民的走访、 排摸

和协调沟通下， 加装电梯工程顺

利落实。

今年， 在街道自治办的支持

下，5 号楼进门拐角处打造了一

个楼组公共客厅， 形成了楼组自

治的新阵地， 供楼组公共议事会

使用。 依托楼组议事会的形式，5

号楼解决了不少居民反映的需求

及问题。

随着 5号楼加装电梯的示范

效应不断扩大，538 弄内 5 个楼

组也纷纷利用起楼组公共议事会

这一阵地， 并通过楼组自治积极

建设公共议事厅。 在这一交流平

台上，经议事会与居委会、物业

公司一起协调，1-4 号楼楼组加

装电梯的事情也在紧锣密鼓的

筹划推进中，一旦条件具备，就能

落实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新鲜事”要“新力量”

“爱心椅”解“下楼难”

    杨浦区四平路 1028 弄是一

条很短却一直在四平路街道很出

名的弄堂：过去 20年，它是“脏乱

差”的代名词，住在公交新村的居

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周边居民

也都听说过这里投诉不断， 矛盾

集中；现在，这里变身成为网红街

区，许多人专程来参观学习。四平

路 1028 弄这个地址也几乎被淡

忘了，因为，它有了一个更响亮的

新名字：“NICE 2035未来生活原

型街”。 旧貌换新颜，一些曾出走

的居民重返家园， 更多年轻人来

这里创新创业和居住生活。当然，

最受益的， 还是在这里住了几十

年的老街坊们。在这里，他们终于

享受到理想中的 NICE（美好）生

活， 又用他们焕发出的活力反哺

社区， 与来到这里创新创业的新

邻居们共享社区发展成果。

昨天下午，记者再度造访，发

现社区又有新进展： 大名鼎鼎的

阿斯顿·马丁实验室旁，一间精品

手冲咖啡厅刚开业， 海尔食物实

验室不久前刚和网红冷饮钟薛高

合作过食品研发， 一家研发体感

高尔夫设备的公司正在装修展示

间， 由创新创业平台设计丰收打

造的好公社社区孵化中心还在酝

酿举办电影交流会、露天瑜伽、社

区市集等社区活动， 在这里更多

地探索未来社区生活。 已经入驻

几年的声音实验室、材料实验室、

时尚实验室等创新创业项目，也

都有各自的精彩， 其中一些实验

室还为一墙之隔的孩子们带来了

许多暑期学习和实践的体验。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华英在

这里做了 18 年社区工作，1028

弄的脏乱差历史比她的工作时间

还长。 陪着记者从公交新村入口

的弄堂口走进来， 她如数家珍地

一路解说， 由设计师和居民一起

手绘的涂鸦墙曾是一堵破旧围

墙， 对面的睦邻中心原来是水果

摊和快递站，阿斯顿·马丁实验室

原址是菜店和水产店， 集成各类

创新创业实验室的“NICE 2035”

则曾是一片面积数百平方米的棋

牌室。 20多家无证经营的小商铺

跨门经营，挤占道路，饭店的油烟

不仅直冲居民窗口， 排放的油污

还把居民区下水道堵塞得三天两

头满溢，居民怨声载道，社区氛围

很不和谐。

2018 年起，在同济大学设计

创意学院与街道的联手改造下，

充满设计巧思和时尚气息的

“NICE 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横

空出世。 不仅彻底改变了原先脏

乱差的模样， 让社区氛围朝气蓬

勃、和谐温馨，曾经的上访户如今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矛盾最突出

的楼组居民自发建设自治共治的

睦邻楼组， 更让居民们打开了眼

界，感受到科技赋能、创意驱动的

鲜活案例。

如今 ， 居民们经常来到

“NICE 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的

实验室里看看新创意， 与来到这

里生活创业的年轻人们聊聊新鲜

事， 在睦邻中心的兴趣课堂上学

学本领，生活格外有味道。他们给

居民楼取的新名字“邻馨楼”就是

新生活的写照， 而他们与新邻居

的互动则让年轻人在社区中汲取

灵感， 有了更多有关未来生活的

奇思妙想。 或许， 不久后的某一

天， 这些创意发明将在更多社区

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孙云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

“脏乱差”变“原型街”

    刚刚过去的周六， 细雨霏霏，但

在浦东周家渡街道云台第一居民区，

热闹的跳蚤市场，吸引了许多“老邻

居”“小邻居”走出家门，参加居民们

自发组织的睦邻集市活动。

“这样的场景多年来难得一见。”

居民区书记刘霞告诉记者，这里是有

25 年房龄的动迁老小区， 虽然都在

一个地块上，但被分为北面的昌里东

路 80 弄和南面的成山路 475 弄小

区。因为历史原因，两个小区一直“各

自为政”，被地块中央的“铁将军”一

分为二。 社区中央有个亭子和长廊，

却在一个养老院里，一墙之隔，居民

们只能望“墙”兴叹。

针对居民的强烈呼声，居民区决

定搬出“三会制度”，通过居民自治来

破解难题。首先召开的是“破墙开门”

居民听证会，邀请小区“三角地”附近

的 12 个楼组的居民们来参加会议。

要不要破墙，从哪里破墙，破了之后

怎么管理车辆等，第一次听证会就来

了二三十名居民，各抒己见，并达成

共识，一定要破！

居民区随后召集两个小区的业

主代表征求意见，同时争取共建单位

昌里养老院的支持。感恩社区一直以

来的关爱，养老院负责人同意拆墙开

门，将亭子、长廊，还有一块绿地提供

出来，作为居民的共享休闲空间。 居

民们为亭子起名“聚心亭”，源于社区

自治品牌“聚心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利用每个

月的党组织生活会，居民区党支部分

别召开协调会， 商讨具体的实施方

案。 最终方案形成，并在 3 个月内工

程完工，一个焕然一新的聚心亭和长

廊出现在居民眼前。

这么好的休闲公共空间，后续如

何维护？ 居民们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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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上班族早晨不必再绕道赶

地铁，老人不必再为买菜绕行，孩子们

不再为找好朋友翻墙，“三会” 中最后

一环———评议会的效果显现。老旧“围

墙”“铁门”退出舞台，新型邻里关系的

“心桥”悄然贯通。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堵心墙”

成“聚心圆”

浦东新区

周家渡街道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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