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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月 25 日，街道举办“沉淀收获，众
创零距离家园”———2018 年自治项目展
示会”。出席本次活动的有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婷婷、区民政局副局长杨兰、区社建
办副主任夏凌霞、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
磊，本次活动还特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有财以及自治项
目导师、观察员和来自各居民区的书记、
主任等近 60人参加。
在各个自治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以

及街道、居民区的大力支持下，街道自治
项目在 2018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
前期线上投票，结合中期评估、日常观察
和综合评审，最终有 7个优秀项目脱颖而
出，参加本次活动的现场展示环节。今年
的项目展示通过小品、诗朗诵、音乐演奏、
快板说唱等形式，让现场观众多角度了解

项目亮点及特色。
唐有财对街道去年的 26 个自治项

目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自治就像一扇窗，
可以看到街道对于自治工作的重视程度
以及居民区社工队伍的面貌。南京东路
街道的自治达人们充满热情，体现了自
治工作有基础、有成效，自治项目不仅契
合居民区的核心需求，也逐渐培育出了
居民区的自治力。他提出，一是要加强社
区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培训，通过三社联
动，指导好活动的项目设计和执行，从而
充分唤醒绝大多数居民的理解和认同；
二是要培育社区内部社群，以自治项目
为载体，将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
会资源等在居民区层面更好的整合，从
而增强社区粘性；三是街道层面要进一
步加强对各社区团队的统筹管理，将散

落在各个居民区的自治组织串起来，从
而形成社区自治既各有特色又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
张婷婷强调，这是街道首次通过这种

本色朴实且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示年度自
治的成果，其中，我们看到了故事，每个项
目都是结合街道年度重点工作、充分契合
小区特色开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解决了
很多身边的问题，留下了不少居民亲历、
参与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我们看到了
人，经过几年的运作，街道的自治项目已
基本实现了从居民区要居民承担到以居
民为主体推进的转型，这其中也能够看到
年轻社工作为自治项目联络员的成长；我
们看到了多元和未来，我们历来注重多元
和均衡，虽然老城厢和新商品房小区情况
都不同，但是居民区能聚焦资源、联动各

方，抓住本社区的关注点、切合民生的开
展自治，当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到社区治
理，“零距离家园”建设的前景可期。她提
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自治项目成为居民
自治工作的载体，由“明星”项目以点带
面，带动居民自治整体水平的提升；二是
希望社区居民和单位都能有“社区是我
家”的家园共建意识，居民区为多元主体
参与社区建设提供服务、搭好平台，充分
实现社区的事情由居民们商量着办，让居
民群众与社区的情感更加紧密；三是希望
区职能部门领导和高校的专家们在社区
自治的过程中发挥业务引领和理论指导
的积极作用，帮助我们总结归纳出一些好
的方法和值得推广的途径，从而推动居民
自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自治办）

沉淀收获 众创““零距离家园””
街道举办 2018年自治项目展示会

【获评榜】南京东路街道 2018年优秀自治项目

（下转 8 版）

自治之星
——————长江居民区红星闪闪睦邻月会社

红星闪闪睦邻月会社（以下简称“红星项目”）的
诞生，主要得益于社区内的黄浦大楼，离退休老干部居
住相对比较集中，以离退休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活动
为契机，居委会积极搭建平台，协调各方资源予以支
持；离退休干部初心不改，使命永续，自发组织筹建了
“红星项目”，希望发挥自身特长，助力社区建设，通过
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的形式，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努
力营造社区大家庭互帮互助的氛围，引导更多居民共
同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
2018年 3月，红星项目正式启动，先后开展了特色

活动十余场，“绿植栽培讲座活动”让居民们意识到绿
化环保的重要性，自己动手学会栽培，为社区环境增添
一抹新绿。“健康养生讲座活动”通过睦邻楼幢老干部
的讲解，让老年人们学会健康养生的各种小诀窍、好方
法，满足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微信教学活动”让
老年人学会新兴的通讯手段，便于与子女和外界进行
沟通交流、了解时事新闻，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青少年书法教学活动”，老干部亲自教学指导，通过
让学生们学习撰写书法，深刻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培养学生审美情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庆元宵、
庆端午、庆重阳、庆中秋”为契机，红星团队在居委的大
力支持下联合辖区内消防中队、现代交通等共建单位，
共同举办了欢庆佳节的系列活动，以节载道，传承民族
文化，老干部们精心设计讲解内容，让居民们了解这些
节日、习俗的由来，大家一起动手做元宵、包粽子、做月
饼、写对联、发长寿面，亲自上门给居民区的独居老人、
贫困家庭送上祝福，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该项目的运行，加强了老干部与居委之间的联系，

也为社区居民的沟通架起了桥梁，既帮助居民解决实
际困难，也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增强了居民的社区意
识，提高了居民的民主自治能力，项目的开展获得了居
民们的广泛欢迎。

人气之星
——————承兴居民区 ““留改拆””综合护卫队

2017年 11月开展的《黄浦区 8号街坊环境综合整治及整体
综合改造项目（一期）》项目是上海市试点工程，周期长、影响面
广，项目开展以来，有较多外来不明人员在小区内逗留（以回收物
品等理由进入居民家中），存在安全隐患。考虑“留改拆”项目全过
程的各种防盗、防火、施工安全等多种隐患因素，由承兴居民区党
总支引领社区居民，成立承兴“留改拆”综合护卫队，共同维护《黄
浦区8号街坊环境综合整治及整体综合改造项目（一期）》过程
中的社区秩序。

项目具体实施计划：
1、每个月召开一次例会，会议期间所有志愿者和保安代表通

报分析上一个月发生的情况，提出下一步要预防的相关问题，在会
中共议解决方案，并做好会议记录。
2、每个季度开展一次培训，由派出所民警、保安代表联系实际情

况对护卫队所有成员讲解在巡逻时会碰到的一些可疑情况，以及对可
疑情况的严重程度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3、每个月5号为“信息反馈日”，信息反馈日向全社区居民公

示，通过设立“信息反馈日”来收集居民民意，共同维护小区安全。
4、坚持24小时巡逻制度（考虑安全问题，夜间以四保合一保安

为主，白天以护卫队居民为主），实行2人小组，两小时轮班。
5、定期组织防火、防盗等宣传活动，让居民了解更多防止安全

隐患发生的知识。
6、在小区内发现可疑、闲散、不明人员要积极主动盘问、核实

身份。
7、志愿者组织居民定期举行防火、防盗演习，从而增强居民的

小区安全防范意识。
8、年中（终）总结会议，对综合护卫队日常运行进行总结，并

通过居代会，对综合护卫队成员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奖励。
自承兴“留改拆”综合护卫队成立以来，小区治安环境不断

提升，共驱逐外来废品回收人员120余人，没收废品广告牌数 30
块，移交公安、城管处
理人员 2名，清理建
筑垃圾36吨。加强施
工区域巡逻频次和人
数，发现安全隐患 4
起，及时上报协调并
妥善得以解决。综合
护卫队成员从原先的
20 人增加到 38 人，
项目效应不断扩大，
凝心聚力，真正做到
小区自治，居民自治。

协作之星
————福瑞等居民区““南东净美苏河队””

南京东路街道辖区内苏州河两岸陆域环境问题突
出，沿线存在棚户区、外来人员居住区和旧厂区，脏乱
差现象严重。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环保意
识，塑造洁净、优美、文明、有序的居住环境，“南东净
美苏河队”由福瑞居委发起，厦门、福海、新桥居委参
与，聚焦河岸生活垃圾倾倒、垂钓和放生等问题，助力
南京东路街道辖区内河道环境长效治理。
苏州河道责任地段划分：厦门、新桥居委辖区内河

岸设有防汛墙，巡查期间以劝阻垂钓、放生为主；福瑞、
福海居委辖区内河岸较低，以制止居民向河岸倾倒生
活垃圾，清理路面垃圾为主。
该项目志愿服务团队建立护河长效管护机制,加

大护河队宣传力度，植入共同爱护河道，爱护我们的城
市的文明意识。在苏州河畔开展护河爱河倡议签名活
动，向居民开展宣传环境治理重要性，结合互动体验开
展相关活动，吸引居民参与，提高居民认知。
1、护河情景体验：沿河岸拾捡垃圾并进行分类，通

过体验了解护河志愿服务与垃圾分类常识。
2、变废为宝：干垃圾回收，倡导低碳、绿色生活
3、环保知识问答：趣味知识问答，深入了解节水、

环保知识。
为了纠正居民乱丢垃圾的不良习惯，严禁居民直

接向河道内排放生活污水，倾倒生活垃圾，志愿者采取
单独对接方式，与屡教不改人员进行宣传教育、鼓励文
明行为。与此同时还创建了护河团队微信团队、将护河
队对河道市容环境的贡献进行线上宣传。每次红马甲
出动河道治理的时候，周边的居民和过路的行人都会
前来询问，更有热心人登记加入护河队的大家庭中。
为了扩大影响力，暑假期间动员学生参与护河队，

成立小小护河队，让护河爱河教育从青少年开始。参与
人数由 40 人发展到 60 人，让护河的火种由河道两岸
传延伸至整个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