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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有了中心花园、口袋花园、智慧
停车系统，居民身边的大城小事安排妥帖；成
套住房有了业主共同制定的住户守则，社区
更增活力与凝聚力……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在党建引领下，半淞园路街道
从“人民城市”理念出发，通过打造社区治理
共同体，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通过
“红色+科技”双引擎驱动，让社区治理更智
慧更精细，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探索大城
市基层治理新路，街道社区在努力成为更具
活力的“城市细胞”。

居民的事情居民办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位于西藏南路上的西凌新村是个“有点
年纪”的老小区，但道路整洁、停车有序，小区
最近还在进行“美丽家园”建设，中心花园、
口袋花园等便民设施已初具雏形。不少上了
年纪的居民高兴地说：“小区像花园，以后要
在这里养老。”老小区呈现更宜居的新面貌，
是在党建引领下，业主通过群众参与、民主协
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硕果。

过去的西凌新村可不是现在这样。西凌
新村建造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其内 40 多幢
居民楼由于是分期建造，自 1995 年起形成了
7个管理辖区有 7个业委会、4个物业公司的
局面。多头管理造成诸多治理矛盾，物业“自
扫门前雪”，公共区域管理混乱，业主改变现
状的呼声很高。

为回应业主的期盼，2018 年 11 月，在西
凌新村零距离家园理事会上，街道启动小区
“联小建大”物业管理区域调整工作，希望将
小的、分散的物业管理区域调整成为大的、统
一的物业管理区域，打破多头管理局面。
要不要“联小建大”？如何实施“联小建

大”？“联小建大”后如何治理？在党建引领
下，让业主的事情，由业主做主，由业主商量。

街道聘请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小区情况
摸底，了解业主意愿，同时多次组织召开了社
区党员、楼组长、居民骨干座谈会，对小区业
主和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大多
数业主支持统一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
司。仅有一幢居民楼业委会表示不愿意参与
到“联小建大”计划当中，也得到了了尊重，
确定在其他六个居民小区推进“联小建大”。
确定“联小建大”后，又通过分别召开六场业
主大会，业主们表决通过了西凌新村物业管
理区域调整方案，经过区房管局核定后，六个
物业管理区域正式撤并为一个。

在街道党工委、居民区党总支的引领下，
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的业主们召开了业主
大会，以高票选出了新的业委会，并顺利通过
了三大规约、《西凌新村小区车辆停放管理规
定》、半淞园版《住户守则》、《西凌新村精细化
管理方案》等文件，为小区治理走上正轨打下
了基础。有了这次民主协商的“经验”后，如今
小区更多的治理事务，业主们都在商量着办。

在半淞园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是

“外行看热闹”，还有着专业、规范的流程。半
淞园社区诞生了上海第一个有法律效力的
《住户守则》。守则的基础是民主协商，并将
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的规定进行了整理，
可有效管理业主拖欠物业费、不按规定分类
投放垃圾、拒不清理楼道堆物等难题。如今，
这份从自治、法治角度来探索解决社区治理
难题的《住户守则》，已在街道辖区内一半小
区的业主中通过并实施。

“红色+科技”双引擎驱动
社区治理更智慧更精细

入夜，在瞿溪新村，一辆私家车停在了安
全通道上，几公里之外的“智慧半淞综合指挥
平台”立即收到了报警，自动产生告警并派单
到小区物业；门岗保安手持的物业管理屏自
动显示“小区存在违停事件需要及时处理”，
保安立马根据系统显示的地磁位置发现违停
车辆。经与车主充分沟通后，车主表示理解并
及时将车辆驶离，确保了小区生命通道的通
畅和停车的井然有序。

大型城市好像“有机体”，“四肢末端”
的精准能让这个“有机体”健康运行。近年，
半淞园社区以科技引擎驱动社区治理，在科
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瞿溪新村是
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小区，原先小区机动
车出入口为同一个大门，进出车辆经常互相
顶头无法退让，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部
分狭窄路段连救护车、消防车也无法驶入，不
但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还阻塞生命通道，造
成安全隐患。围绕这些难点痛点，街道在瞿溪
新村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并与“美丽家园”建
设相结合，进行小区门头改造、绿化格局调
整、停车位改建等建设的同时，引入智能门
禁、停车地磁、智能路灯、智能充电桩、停车引
导屏等现代化智能装置。

如今，原来经常发生的违停情况几乎没有
了，人脸识别让老旧开放式小区实现了封闭化
管理，智能充电桩破解居民私拉电线充电乱象，
还有智慧物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100
米”。“我们的小区虽然建造时间久，但我们享受

的服务与管理是新的。”居民都这样说。
如今，街道围绕“智慧安防”、“智慧治

理”、“智慧养老”和“智慧商业”四大维度，
已探索开发了基于实际情况的十多个实战应
用场景。

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背后要靠一群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人。
半淞园社区用“红色引擎”驱动党建凝聚力。
不仅发挥物业公司党组织及党员的作用，更
注重发挥社区治理中各个主体的党组织和党
员的作用。

街道在党建引领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取得
了较好地实效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推进党
建引领物业治理，成立了区域化党建的功能
平台———“淞园治慧”物业治理联盟，汇集了
28个区域单位的专业力量，包括物业服务提
升专委会、优化宜居专委会、零距离保障专委
会，聘请专家和职能部门相关领导担任观察
员和督导员，设立了法律服务工作室；开展了
物业职工的关爱计划、建立物业培训制度、街
道及居民区与物业党建联建沟通会制度等，
解决了一些小区管理中的难点问题。今年，街
道将继续探索发挥这一党建功能平台的作
用，推进将居民自治与执法部门共治相结合；
社会组织枢纽平台作用与区域单位专业力量
相结合；将规范物业管理与人文关怀物业职
工相结合。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居民区党总支号召
党员在社区一线迅速发力，社区党员志愿者
争当防疫五大员，即“门岗守卫员、快递分拣
员、心理疏导员、政策解读员、矛盾调解员”，
有效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在此基础上，社区广
泛开展党员家园先锋行动，号召党员做到四
带头，即带头遵守住户守则，成为践约模范；
带头参加业主大会，投好庄严一票；带头发现
物管问题，反馈意见建议；带头参与小区建
设，发挥职业优势。

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探索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

不久前，半淞园路街道对辖区内的业委

会发布了一个消息：鼓励业委会聘任秘书！
半淞园路街道住房配套率高，辖区内已

有 88 个小区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成员有
500多名，是社区综合治理的一支生力军。街
道立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在业委会法治评估体系、
探索业委会秘书制度等方面在上海都率先做
出过探索。
早在 2017年，街道就探索了开展了业委

会法治评估，委托第三方组织律师、街道业委
会联合会理事等专业人士，给业委会“打分、
评级”，为业委会做“全面体检”，让业委会知
晓自己的“健康状态”，再“对症下药”。依托
专业力量，街道还出台了业委会法治评估体
系，通过指标的量化性、引导性、评价性作用，
提升社区治理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指
导监督业委会依法依规运行，促进基层民主
法治建设。这几年，辖区内的业委会都积极参
与到评估中，查缺补漏、提升能力，评级高的
业委会每年还可以获得街道提供的引导资
金，引导资金可以投入到小区公共事务建设
中。

为升级业委会日常管理的规范化运行，
今年街道又探索了业委会秘书制度。业委会
秘书，是由业委会聘请的兼职人员，目的是更
好规范业委会的运行。业委会秘书主要负责
协助业委会处理日常事务，对外和物业公司、
居委会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沟通。业
委会可以决定是否聘请业委会秘书，业委会
秘书的薪酬、福利待遇等必须由业委会大会
表决通过。

业委会秘书，将给业委会赋能，提升业委
会的专业化、规范化。街道为秘书的选聘与培
训提供配套服务，委托第三方设立业委会秘
书培训中心，为有意从事业委会秘书的人员
提供专业培训。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