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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人人人人参参与与 人人人人共共享享 社社区区自自治治谱谱写写新新篇篇章章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体现就是从“要我来”到”我要来“的转变，而居民骨干“领头羊”能力与作用的发挥是其中的关键。 在大宁社区内，有这样

一批自治团队，他们充分发挥在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上的领头作用，真正让社区实现从“坐等靠要”到“自治共享”，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通过广聚民智、广借民力，为社
区自治谱写新篇章。

（内容来源于活力大宁、大宁邻里，记者王雪萍整理报道）

永和南居民区

上下楼难，是居住在老旧小区高层的老人
的心中之忧。 在老旧小区中加装电梯，成为了
“悬空”老人们的迫切愿望。在 540弄居民区，
有着这样一栋楼———538 弄 5 号楼，它是大宁
路街道第一栋申请加装电梯的住宅楼；在它的
带动下，538 弄小区通过 “升降有序 自管硬
核”自治项目实现了加装电梯全启动，在居民
区内掀起一股自治风潮。

加装电梯意见征询，覆盖楼组全体住户。在
居委会的协助下，楼组长把热情、积极、有号召
力的党员和居民骨干组织了起来， 上门征询每
户居民意见。原有一户不同意加装电梯，经过邻
居的协调劝解，成为了加装电梯的拥护者。最终
得到全部住户同意，确定开展加装电梯。

住户代表民主投票，确定自管小组成员。经
过居民自荐、楼组骨干包干到家上门征询，一批
自管小组成员候选人名单火热出炉。 经过每户
居民代表的候选人投票与结果 7 天公示后，最
终确定了 3人为加装电梯自管小组成员。

随后，居委会召集自管小组成员、加装电梯所
在楼组的每户居民代表开展见面会， 公布自管小
组职责、人员，正式成立了加装电梯自管小组。 并
于见面会上共同商议电梯位置、费用分摊方案。

自管小组成立后， 作为加装电梯主体平
台，协同楼组五大员、热心居民，跟进加装电梯
的规划审批、事务协商、资金筹集、安全监督
等；建立了加装电梯费用管理制度，自管小组 3
人共同监管；形成了自管小组轮值制度，每天 1
人，全程监督电梯施工。

同时，自管小组发挥矛盾调解功能，密切楼
组居民关系。 自管小组及时发现、 协调居民矛
盾，若有矛盾无法直接解决时，则告知居委会，
协同“三驾马车”、施工方联合解决。 在自治过
程中，楼组居民关系更加密切，居民对楼组骨干
的认可度也日益增加。由自管小组牵头，邀请每
户居民代表、居委会代表、业委会代表、施工方

代表等，建立了楼组加装电梯微信群，及时将施
工进展、安全情况等向楼组居民通报。

电梯加装完工后，自治小组发起了专题议
事会，形成了电梯使用公约。 并进行电梯维护
的居民发动、日常排班，带动每层楼的居民共
同进行电梯清扫、电费收缴等，形成了“自管小
组引导参与、楼组居民多元共建”的楼组自管
模式。 自管小组的协商内容从加装电梯推进，
逐渐拓展到各类楼组焦点问题， 如电梯刷卡、
楼组美化等事项。 自管小组骨干们也积极参与
各类社区议事平台和社区事务，如社区联席会
议、人口普查工作。

美丽楼组居民建，带动居民社区参与。5号
楼居民在自管小组带动下，以多元方式参与楼
组建设。 经过大家共同布置，一个温馨的楼组
议事厅成功落地， 还有居民捐赠了便民柜、雨
伞，用点滴行动温暖楼组；有两名 11 岁的小朋
友，一直坚持更新楼道宣传板，以童言稚语为
大家传递国家大事、社区小事。

5号楼通过自管小组， 有力推动加装电梯
的申请落地、自管监督、后期维护，并保持着楼
组自治活力， 成为小区内楼组建设的样板，形
成了加装电梯自管小组自治品牌，以示范效应
带动着其他楼组的发展。 538 弄 1 号 -4 号楼
纷纷向 5 号楼取经，通过骨干经验分享、自管
小组模式运用、 楼组自治空间打造等方式，推
动 1号 -4号楼加装电梯推进和楼组焦点议题
解决。 540 弄居民区现有 8 栋楼开展加装电
梯，538弄小区实现了加装电梯全启动。

540 弄居民区以 5 号楼为试点，探索加装
电梯自管小组模式，通过培育居民自治意识与
力量，引导居民共商共议，在每个拟加装电梯
的楼栋，成立自管小组，发挥居民自治优势，协
同“三驾马车”落实加装电梯流程。 “以点带
面”推广自管小组模式，实现加装电梯小区全
覆盖，推动居民“下楼难”问题的有效解决。

成立自管小组
实现加装电梯全启动

540弄居民区

在大宁永和南居委会的明园森林·滴
翠苑小区，有这样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他们
在小区志愿者骨干蔡金海老师的带领下，
组成志愿服务队，与小区 80 岁以上的独居
老人结对成为 “伙伴”， 以 “一老结对五
老”形式，在平时的生活中帮助那些有困难
的高龄和独居老人。 从 2013 年起，“明悦
伴我行” 自治项目把温暖送到社区千家万
户，得到了街道、居委及社区居民的大力支
持和积极反馈。

明园森林·滴翠苑小区的住户中老龄
化程度较高， 高龄老人生活缺少关心照料
的情况比较普遍。 志愿服务队成立伊始，志
愿者们在居委会的帮助下， 首先排摸了小
区需要志愿服务介入的老人的数量及情
况，随后沟通商定，通过电话、定期上门等
方式为老龄老人们提供服务， 服务内容包
括日常的助餐助行、 精神慰藉等力所能及
的互助服务， 并确保独居老人发生意外情
况时能尽快得到救助。

每到过年过节，志愿者们还会组织包
汤圆、包粽子，陪老人过节；近两年适逢静
安区美丽家园和“五违四必”综合整治，
志愿者还克服交通困难，前往疏导点为老
人采买蔬菜瓜果，让老人不论在身体还是
精神上都时时被人关怀，享受幸福的老年
生活。

“老年人最怕的是孤单，我们这些志愿
者主要是给孤老，高龄老人们送去精神上的
宽慰，有时一句问候，一声招呼，这些老人们
都会感到很开心。”志愿者姜济敏阿姨表示：
“若是几天不见，老人们都会念叨，对我们的
信赖也与日俱增。 ”

除日常关怀外，为了拓展老人的社会支
持网络、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志愿者们
定期还会带领老人下楼如散步、健身；节假

日期间，志愿者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会邀请
老人参加社区各类文艺演出、参加健康知识
讲座等。

同时志愿者中不乏退休的医生，他们还
兼带着给老人测量血压、陪医配药等基础医
疗服务。 此外，志愿者之间还会定期沟通工
作心得，分享为老人心理疏导的经验，以帮
助独居高龄老人更好地排解负面的情绪，让
老人们空巢不空心。

居委会书记表示：“在老龄化日益加剧
的今天，老年群体大多承受着与子女分离的
孤独生活。 志愿者之所以成为滴翠苑小区居
民们共同认可、积极参与的一种形式，并不
仅仅表现在满足了年长者居家养老的习惯，
而是营造了小区邻里温馨融合的氛围。 ”

随着志愿者团队的不断扩大，这支团队
的服务能级也在不断提升。 垃圾分类工作
中，他们成为了小区的“分类指导员”，发挥
志愿者的带头作用，教授分类知识，引导居
民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新冠疫情防
控过程中， 他们又主动配合起居委会工作，
成为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骨干力量；平
时他们还积极参加各类卫生清扫、护河巡查
工作……他们温馨的笑脸和风生水起的小
区志愿服务活动得到街道、居委会和社区居
民一致好评。

志愿者张雪君阿姨表示：“平时大家相
互关心相互爱护，有牵挂有不舍，不是家人
却胜似家人。 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志愿
者队伍，成为彼此的家人，相依相伴。 ”

“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志愿者与
老老人互帮互助，一起积极变老。 ”居委工
作人员也表示：“十多年来， 志愿者的工作
寒暑不缀。他们的古道热肠诠释了新时代的
邻里情，他们身上无不闪现着公益奉献的正
能量。 ”

退休后每天“上班”
“老伙伴”帮扶“老老人”

走进宝华居委会的“宝华书屋”书画活
动室，跃入眼帘的是满墙的书法字帖，一股
书画气息扑面而来。 眼前一位鹤发长者，正
在泼墨挥毫，笔势矫健灵活舒展，几个大字
一气呵成。 这位先生正是腾铭孚。

腾铭孚是一位书法爱好者，2009 年搬
来小区因书画结缘，在社区结交爱好书画的
朋友，一起找到居委会，表示其有书画特长，
想在小区成立书画社。随着小区居民的不断
入住， 书画社也开始人丁渐渐兴旺起来，至
今为止已吸引 20多名书画爱好者加入。

2018 年 10 月， 大宁路街道为让家门
口亲民空间更丰富更美好， 对宝华现代城
社区活动室进行了设计、改造装修，终于在
2020 年元月改造完工，并取名为“宝华书
屋”， 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一片阅读
文化空间。自此以后，宝华书画社和摄影社
获得了一间专属活动室， 成为陈列作品及
举办日常学习练习的活动场所。

据了解， 宝华书画社每天都向社区的
书画爱好者们开放，并经常性开展各类小
活动，不论大人还是孩童都可以来这里练
习切磋。 居民在这里通过临帖和交流，对
照以前的作品， 不断地磨炼技巧和基本
功，逐步提升自身书法水平。 此外，书画社
的成员们还积极参加社区的宣传活动，将
所学所悟使用出来服务社区。

腾铭孚告诉记者， 书画社多为中老年
人，其中不乏企事业经理和街道退休干
部。 每次来参加活动，腾铭孚都要求书
画社成员们带着“作业”，并由他保存，
在学有所成后拿出进步较大的进行对
照。 “咱们书画社大多都是社区居民，
大家兴趣爱好一致，在这里不仅能参加
各类有趣的书画活动，还能找到不少志
同道合的朋友，精神文化需求也得到了

满足。 ”
随着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宝

华现代城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自治团队，他
们也纷纷入驻了宝华书屋，以石锡麟为组长
的摄影小组就是其中之一。

石锡麟从事动画美术电影 40 年，绘画
与摄影是他最大的爱好，退休后参加摄影创
作的时间就变得自由和宽裕了许多。自从石
锡麟搬来宝华现代城小区后，他便主动找到
居委会，想通过居委招募志同道合的摄像爱
好者，“刚开始，咱们才几个人一起交流，后
来我们发现咱们小区对摄像感兴趣的人还
真不少！ ”

随着越来越多同好的加入，石锡麟与大
家商议着成立一个摄影小组，这个想法提出
来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就这样“宝华
摄影小组”应运而生。

摄影小组成立后，石锡麟便计划着传授
小组成员们一些拍摄技巧，但是讲课活动场
地却成了石锡麟的烦恼，于是他多次去到居
委会借场地，在居委得知有“宝华书屋”这
个活动场所后，他与“书画社”的腾铭孚一
拍即合，入驻了“宝华书屋”。

2020 年由于疫情原因，在社区居委会
摄影小组没有开展活动，但是大家都积极
地准备素材，准备在一年一度的“宝华摄
影小组”活动中一展身手。活动中，成员们
在石锡麟的带领下， 展示着自己的作品，
并介绍拍摄心得及拍摄手法， 互相学习，
此外， 石锡麟还对优秀作品进行了点评。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宝华书屋活动
小组的队长腾铭孚也应邀参与，并为“宝
华摄影小组”赐字《文化进百家》。

今后，两个自治团队将联合起来充分使
用“宝华书屋”活动室这个资源，为社区带
来更多的自治活力。

以“宝华书屋”为载体
书画摄影齐绽放

社区治理的成效好坏， 直接影响群众生
活的“幸福感”。 永和北居委会以居民自治为
突破口，通过挖掘、打造“社区达人”，发挥达
人们的影响、示范、带头作用，让一个个“达
人”成为“社区凝固剂”，通过他们发动更多
的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永和北自治团队是以党建引领， 由居委
会、物业、业委会多方力量协助，通过居民为
主导力量发展起来的， 作为社区中最重要的
自治力量， 他们的服务和行动从关心社区环
境到关注整个小区与居民自身息息相关的小
事，为居民创造了一个既温馨又安全的家园。

为了切实把团队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2017 年初，热心居民自发组织起了一支家园
平安志愿者队伍， 他们不忘初心的坚持在社
区的每一个角落，在他们脸上，显示出的是更
多的快乐、责任和担当。

在大宁路街道和居民区党支部、 居委会
领导直接领导下，小区“守望相助”护卫队进
行人性化管理、自愿结对，团队成员每周一至
周五，定人定岗在小区巡逻，风雨无阻，发现
小区内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置， 帮助协调解决
居民之间的矛盾，宣传、维护良好的社区治安
和卫生环境...... 有重大活动和临时任务时，团
队成员们也会协调好自己的时间， 积极配合
参与，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

护卫队还不断进行创新， 推广居民小区
自治，结合小区条件，因地制宜，不断拓展“守
望相助”护卫队的服务范围，从以前的治安管
理延伸到小区的消防、环保、卫生、民主与法
制建设等方面工作中。 定期开展打扫社区楼
道整治，宣传政策法规安全知识，平日里打扫
小区的卫生死角，维护社区环境卫生，给社区
居民创造了一个整洁、 舒适、 健康的生活环
境。 进行消防逃生演练，通过志愿者带领居民
共同参与，提高居民消防意识。

疫情期间，他们也没闲着，不管是小区门
口还是居民楼中， 都有他们的身影， 体温测
量、防疫宣传、健康码查验...他们自愿奋战在
疫情防控的前线， 为居民织牢一张疫情防控
网。

近年来， 通过社区居民和护卫队的共同
努力，小区失窃案越来越少，停车也变得越来
越规范，居民心里也有了安全感。

在明园·涵翠苑小区里，除了有一直在默
默守护社区的护卫团队外， 还有这样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他们热爱生活、热情洋溢，他们
以舞会友，自愿组成了一支自治团队。 每天，
小区内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有的老人热火朝
天排练着舞蹈； 有的老人认真的排练着演唱
合奏，精神矍铄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这
群平均年龄在 60 岁的老人们组成了 12 支自
治团队，他们组织健全、管理有效，成为永和
北居民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1188合唱
团和涵翠夕阳红舞蹈队分别荣获 2019 年静
安区星级文化团队。

“近年来，各类自治团队百花齐放、蓬勃
发展，为了满足居民的娱乐生活需求，充实居
民们的文化生活， 为居民们提供一个学习交
流和展示的平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
很有意义的。”居民区活动社的负责人是位热
心居民， 他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在社区中组建
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在活动社打扫卫生，为有
活动的居民们做好后勤保障。

在明园·涵翠苑，像这样的“社区达人”
还有很多，他们不仅是社区参与的调动者、居
民需求的代言者，更是社区矛盾的协调者、社
区自治的实践者。 如今活动社的合唱团、舞蹈
队等居民自治团队， 已经成为小区内小有名
气的群众自治活动了， 这些活动不仅能让老
人们强身健体、心情愉悦，还拉近了邻里之间
的距离，得到了片区居民们一致的好评。

挖掘“社区达人”
呈现社区自治新气象

宝华现代城永和北居民区

加装电梯开工仪式 “守望相助”护卫队 宝华书画社茶话会 志愿者为老人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