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共体验走访了 12个街镇，基层

社会治理项目的特色和创新让人印象深

刻。”在浦东当了 3天的市民体验员后，来

自杨浦区的李珍这样写道。

12月中旬，浦东新区地区工委举办了

“漫步浦东 感受温度——浦东社会治理创

新成果”市民体验活动，在“浦东发布”微信

公众号向社会发布招募令，来自上海市各

区的15位志愿者通过面试，成为此次活动

的市民体验员，“零距离”感受浦东各街镇

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优秀项目和成果。

3天的时间，“睦邻议事厅”“朝阳村家庭

医生诊所”“惠民学盟”……新区各街镇的创

新成果，得到了市民体验员的认同。有人评

价，这些项目提升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获

得感，透出的是社会治理的“浦东温度”。

“开方”多听再多听

广泛听取民意，借居民的
智慧和参与来解决问题，这样
的创新做法，体现在多个街镇
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中。

12月 13日，“漫步浦东 感受温度”活

动的第一天。寒风有点刺骨，但周家渡街

道上南四村16号302室里却是一派火热景

象——10余位居民围坐在方桌四周，热烈

地讨论着。

最先吸引市民体验员们的，是门口悬挂

的“家庭小党课”标牌。“家庭小党课”，是周

家渡街道网格睦邻党建项目的内容之一。

周家渡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周家渡

街道老旧小区较多，传统的社会管理面临

挑战。根据基层党建和社区管理、服务进

网格的实际情况，周家渡街道党工委提出

以网格睦邻党建为突破口，以城市基层党

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二者有机

结合。

于是，街道根据社区所辖范围，以道路

中心线为边界，按社区200-250户为限，综

合考量地域分布、党员规模、驻区单位数量

以及城市管理网格等因素，设置党建网格，

把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在睦邻守望

楼组里。

由此，形成以社区睦邻区域和网格单元

为依托，按照多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方式，强

化党组织和党员在楼组、邻里和网格工作中

主体作用的居民区党建工作新模式。

这一模式的创新在于，将“网格化”治

理的发力点放在了基层党建领域，而非传

统的基层政府和居民自治领域，打造双网

格叠加效应，借此实现基层党建和社区治

理的共推并举。

上南四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茵岚介

绍，以自己所在的居民区为例，已成立了4
个党支部、8个网格及 14个党小组。“我们

的这个家庭小党课，就由党小组长组织，每

个月举行一次。”

虽名为党课，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党小

组学习，还有对于社区事务的商议。“大事

小事，只要跟我们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关，大

家都可以在‘家庭小党课’里讨论，为社区

自治提供建议。”张茵岚说。

大家的讨论成果向上汇聚，最终形成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良方”。在上南四

村，诸如楼道堆物、非机动车停放等问题，

都借助民意汇集再“开方”，问题迎刃而解。

“周家渡街道的党建网格化已经形成体

系，上南四村16号楼组的党建服务点和‘家

庭小党课’，利用楼道的有限空间，设立功能

齐全的服务点，还送党课上门，让党建工作

深入到社区‘细胞’，并与小区治理相结合，

实际效果显著。”市民体验员应雯说，这是她

在3天体验过程中感触最深的一个项目。

广泛听取民意，借居民的智慧和参与

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创新做法，体现在多个

街镇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例如上钢新村

街道的“睦邻议事厅”、南码头街道的“‘走

进唠’长效机制”，泥城镇的“七方会谈”等。

在祝桥镇的东海社区，则有一个民主

议事的“铁三角”平台。2012年，祝桥镇成

立五大社区，东海社区结合“乡村型社区”

的实际，探索“镇管社区”新型治理模式，在

全社区9个村（居）民委员会的所有村（居）

民队（楼）组建立了 145个民主议事会，建

立了社区“1+9+145”共商共治工作平台。

所谓的“铁三角”，即民主议事会一般

由村（居）民队（楼）组长、党员责任人和村

（居）民代表3人组成。有了这样的民主议

事会，帮困救助、矛盾调解、安全生产、户口

迁移、文明创建、文化体育和选举工作等，

都可以通过村居民民主议事予以开展。

这样一来，群众的参与度增加了，村居

民的自治热情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办事效

率提高了，民主管理的行政成本反而降低

了，一举多得。

“服务”贴近再贴近

各种便民惠民的服务项
目，越来越多地走近百姓身
边，真真切切地来到了家门
口。

“来到合庆镇的朝阳村，体验团的志愿

者们一致认为，生活在这样的新农村是幸

福的，家门口的卫生医疗服务竟然可以做

得这么好。”走访了朝阳家庭医生诊所后，

市民体验员应雯感慨。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正在浦东新区

全面铺开。各种便民惠民的服务项目越来

越多地走近老百姓身边，真真切切地来到

家门口。朝阳家庭医生诊所，正是社区卫

生服务延伸到基层的一个体现，也成为社

会治理的一项创新。

走进诊所，艾灸的味道弥漫在空气

中。诊所虽小，五脏俱全——有全科医生

坐诊、有注射补液、采血检查服务，还有中

医诊疗等服务。配药更是不在话下，依托

医药分开新机制和社会化药房，诊所的药

品种类从村卫生室的 150多种，扩展到了

500多种。

作为合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延伸

点，朝阳家庭医生诊所相比村卫生室，在医

疗质量、服务内容、药品种类方面都有着明

显优势。更有价值的是，一个诊所能够覆

盖朝阳、向东、前哨、勤奋、向阳五个自然

村，意味着这片区域内的 1.6万多人，都可

以就近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勤奋村村民凌菊芳，之前一直要跑到

社区卫生中心配药。自从今年8月朝阳家

庭医生诊所开门后，她要跑的路少了许

多。“要配药了，吃完中饭骑个车就过去了，

方便很多。”凌菊芳说。

这样的便捷，连居住在城市里的体验

员们都羡慕不已。有体验员说：“村民不出

村就能得到医疗专家的服务，这真是一件

大好事。”

给群众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也是社

会治理创新的内容和目标。朝阳家庭医生

诊所提供的是医疗服务，周浦镇周南社区

则通过打造“文化超市”，为居民送上文化

大餐。

周南社区中心打造的“文化超市”服务

项目，聚焦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把文化教育

资源送到了居民群众的家门口。在“文化

超市”项目的运作下，有文化专长的社区居

民被挖掘出来担任老师，摄影、太极、拉丁、

瑜伽等10多个兴趣班纷纷开启，吸引了数

千名居民。

不久前，“文化超市”达人学院的组织

者、老师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年终总结会，

对一年来各种兴趣班的开办情况进行总

结，并准备“在新的一年让更多居民感受到

来自周南社区中心的大爱”。

来自杨浦的市民体验员李珍，对“新场

自产自销便民疏导管理体系”这个项目很

好奇。所以，当 3天体验最后一站来到新

场时，虽然下着雨，她仍兴致勃勃地去实地

走访。

据新场城管中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

10年前，新场辖区内便设置了自产自销疏导

点。今年，出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城管中

队建成了自产自销便民疏导管理体系，统筹

管理8处共3223平方米的疏导点，为买菜卖

菜的群众提供方便。

位于新环西路的疏导点是规模最大的

点位，面积有2500平方米，可容纳191个设

摊数量。为使疏导点体系真正服务于民，

新场城管中队不仅设定了准入条件，还根

据农户售卖的物品制作了四色准入证，并

建立了自产自销农户诚信档案库。

自从有了这一体系，周边居民买菜难

问题解决了，本地农户卖菜难也解决了，流

动摊贩少了，市容环境有了改善。一举多

得的社会治理创新，让市民体验员们耳目

一新。“唯一的遗憾，就是下雨，没能买到新

场有名的矮脚青。”李珍说。

“资源”多些再多些

借助社会治理创新，各方
资源被集聚起来，为社区居民
所用，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

事实上，前一天在走访体验惠南镇的

创新项目“惠民学盟”时，李珍所在的这组

市民体验员已经有了不小的收获——当地

书法家专门为他们题写了“漫步浦东 感受

温度”八个大字。

当然，因为“惠民学盟”而获益更多

的，还是惠南镇的老百姓们。“惠民学盟”

是惠南镇探索、引导各类教育资源互动融

合，形成的一个公益性教育服务联盟组

织，旨在为惠南百姓提供“家门口”教育服

务。

自去年成立以来，已经有 30 余家教

育机构先后加入“惠民学盟”，包括早教机

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类培训

机构和志愿者团队。大量的教育资源汇

集在一起提供公益教育服务，并先后在惠

南镇五个镇管社区建立起特色“惠民学

盟”项目。

伴随着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推

进，包括学堂、沙龙、体验、剧场在内的各种

“惠民学盟”服务资源也被列入清单，进一

步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当天在文源社区，市民体验员们感受

到了“惠民学盟”真正的惠民之处。“想学书

法，有书法家教；想学剪纸，又有非遗传承

人教，惠南的老百姓有这么多好老师，业余

生活太丰富了。”市民体验员完利俊说。

东明路街道的金色雅筑小区，也想到

了借助附近学校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

便民服务。于是，一个解决孩子放学后托

管难题的“330公益学堂”便诞生了。难能

可贵的是，这是一个由居民自发提议、自发

促成的项目。

金色雅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洪洁介

绍，金色雅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居民小区，

居民以白领双职工家庭居多，一个突出的

问题就是每周五下午学校放学后，孩子无

人看管。

有热心居民发现这一问题后，找到了

居委，党支部借助共建单位三林小学的资

源，创办了“330公益学堂”，每周五下午三

点半为孩子们提供课后学习的场所，组织

相关的教学课程活动，填补孩子们放学之

后的管理真空，保障青少年的人身安全，解

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市民体验员到访的当天，一群孩子正

在老师的带领下，上着一堂“红领巾由来”

的知识拓展课。教室的一角，挂满了参与

“330公益学堂”的学生送给老师和金色雅

筑党支部的锦旗。

洪洁说，“330公益学堂”的成果，还从

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年轻白领们平时工

作忙，压力大，对居委工作不支持，参与社

区治理也很不积极。自从公益学堂开办

后，或许是受到孩子们的带动，年轻家长们

开始更多关注社区的事，对我们的工作也

支持了许多。”她说。

“东明路街道的 330 公益学堂项目通

过区域化党建联建，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

实现了‘小手牵大手’，带动居民参与社区

建设，在有需求的商品房小区，可以尝试推

广实践。”市民体验员应雯在体验后给出了

这样的建议。

市民体验员杨敏瑶，在她的体验日记

中如此总结 3天的感受：“组织市民感受、

检验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举措本身就是创

新。体验使我有了全面深入了解浦东的机

会，进而也有了宣传浦东的资本。体验是

桥梁，可以传递政府的要求和民生的需求，

在法律、政策的框架下变‘为民做主’为‘由

民做主’，推进民主进程。体验的过程更是

学习、提高、升华的过程，受益匪浅。”

社会治理的“浦东温度”
■本报记者 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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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看似小事多，但关乎民生大计，城市温度。年关将近，全区36个街
镇迎来市民体验员的考试。这份答卷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市民体验团在体验点认真了解浦东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

▲体验点在向市民体验员展示项目。

◀在惠南镇，市民体验员获赠书法家题写的“漫步浦东 感受温度”。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思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