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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创新居民自治路径 邻里互助打造南西亲情社区
� � � �社区治理的创新，福民南西的建设、推进“社区自治+”的新发展，都离不开热爱社区和乐于奉献的居民群众。 近年来南京西
路街道在自治实践的征程中，从居民自治发展到业主自治两手抓，从具体的自治活动到形成机制，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
变为“参与者”，基层民主自治在探索中不断自我突破，为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凝聚了社区力量，让每个南西人更爱
南西。 过程中，一个个好的案例从居民区冒了出来，涌现出了一批自治团队和自治骨干，他们在党组织引领下动员群众、依靠群
众和服务群众，为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和基层民主自治做出了贡献。

延中居民区：
居民自治激发原动力 业主自治展现新效能

整治富民公寓车棚乱堆物

通过居民自治打好群众基础，通过业主
自治破解小区难题。一直以来，延中居民区坚
持让居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从而满足
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富民公寓位于延安中路 1003 号和

1005号，由于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的分歧，原
物业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底和富民公寓终
止服务合同，其他物业公司又以大楼“盘子”
太小为由拒绝进驻富民公寓。因此，自 2014
年起，大楼物业管理就陷入了真空状态。
面对大楼管理上的空缺，富民公寓业委

会决定开展自治管理，用业主自治取代原本
的物业公司。但业委会在自治工作期间，小区
问题却层出不穷。
解决社区中的实际问题，需要具备过硬

的法律政策和理论知识素养。延中居委会牵
头业委会开展了沙龙自治项目，交由社区 7
个业委会成员组成项目实施小组，邀请街道
房管办、消防大队等多部门，组成项目专家组
讲师，通过“现场看、互相学、专家讲”的方
式，增强业委会成员对专业法规政策的学习，
对业委会在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释疑解
惑”，并将学习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
经过自治沙龙的理论学习，富民公寓业

委会成员的工作水平不断提升。经过业委会
成员共同努力，小区也终于联系到了一家物
业公司，愿意接管富民公寓。大楼新物业进驻
后得到了全体居民认可。最近，富民公寓更是
克服困难完成了消防设备更新和电梯大修工
程，保障了居民生活和居住安全，业委会在自
治管理的过程中履职能力和公信力大大提
升。
除了富民公寓，锦延大楼也是业主自治

的受益者。该大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
高层公寓楼，在更换老旧电梯、消除安全隐患
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新业委会成立之后，党员
带头挨家挨户做业主征询，按照法律程序启
用维修基金，推动更新电梯工作和投标工作
有条不紊进行，整个电梯更换工作得到社区
居民、房办、物业等各方的支持。目前，其中一
部电梯已更换成功并已投入使用，另一部电

梯的更换也已列入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中。
业主自治破解小区难题，居民自治则为

小区生活增添活力。延中居民区自成立“延
中志愿者护弄队”以来，志愿者们每天在小
区内巡逻两小时。四年来，他们不惧风雨、兢
兢业业守护着延中小区的平安。
以“延中护弄队”为品牌，居民区又逐渐

发展了“延中调解队”“医疗咨询队”“交通
志愿者队”“白领助学队”“助老队”等一系
列有特色的志愿者服务队。在 2018 年进博
会期间，这些居民承担了延安路沿街制高点、
陕西南路天桥等多个重要地点的巡逻值勤工
作，值班时间长达 1000 多个小时，动员群
众、党员一百多人。此外，“沪剧队”“越剧
队”“唱歌班”“读书班”“书法班”“舞蹈
班”“纺织班”“易经筋团队”等共 14 个文
娱自治团队也在居民区内积极活动，丰富了
居民的精神生活。
如今，“小区建设靠大家”的自治共治意

识已在延中居民区深入人心，居民乐于参与
社区治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小区治理之中，
社区凝聚力也因此提高了。

延中社区的志愿者

文娱自治团队在参加活动

华业居民区：
美丽楼道齐动手 楼道旧貌换新颜

楼道改造前后对比

楼道，是连接家庭与社区的桥梁，是邻里
之间生活和情感交流的基本平台；楼道自治，
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体现。2018 年，华业居委
会将“美丽楼道齐动手”列为自治项目，发挥
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更好地推进社区楼道
“自治+共治”工作。
“我认为目前楼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楼

道堆物、助动车随意停放”“楼道角落的墙面
都脱落了，应该要补补”“我觉得楼道平常冷
冰冰的，如果能让它看起来温暖一点就好
了”……2017 年的华业业委会理事沙龙上，
居民们踊跃发言，纷纷表达了自己对楼道改
善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把“美丽楼道齐动手”这项自治工

作引向深入，华业居委联合业委会、物业、居
民骨干等先后在辖区内的威海路 888 弄、南
京西路 1091 号、南京西路 1213 弄、陕西北
路 159 弄、华业大楼等片块开展弄堂、楼道
卫生整治，“以物换物，旧貌展新颜”———废
旧自行车、助动车换礼品等活动，提升该项目
在居民中的知晓率，得到了居民们的大力支
持和配合。经过整治，许多楼道的面目都有了
较大的改善，不仅变得干净整洁，更消除了安
全隐患。
始建于 1934 年的华业公寓就是居民自

治项目的受益者。该公寓由中国建筑设计师
李锦沛设计，上海营造巨商谭同兴营造厂厂
主谭干臣投资兴建，是当时为数不多由华人
投资、设计、建造的一座公寓式建筑大楼。经
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曾经住着达官贵人的
豪宅，已成为普通居民的家园，从前宽敞明
亮、干净整洁、富有异国气息的大厅变得破旧
不堪，长期摆满助动车、自行车。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居委会向华业公寓

全体居民发出征询函，向每家每户征询改造
大厅的意见和建议，居民对大厅改造提议一
致赞同，表示大力支持居委会的改造工作。接
下来，结合“美丽楼道齐动手”居民自治项
目，开展“以物换物”活动，动员居民清理出
摆放在大厅内长期闲置的废旧自行车和助动
车，到居委会兑换小礼品，把华业公寓的大厅

清理干净。华业居委平安大楼 1191 号居民
在居委 2018 年推动的“美丽楼道”自治中，
自发出资自行设计，对大楼底楼到二楼门厅
公共部位进行了装修布置，现在已经全部完
工，如今面貌焕然一新，获得居民欢迎。最后，
通过空间置换的形式，把居民日常使用的车
辆移走，摆放了休闲藤椅，打造出供居民休息
的公共大客厅，让这栋有故事的老建筑重新
焕发了青春，华业大楼的居民们也居住得更
舒心、对保护小区环境也更有荣誉感和使命
感了。
随着华业居民区“美丽楼道”评选活动

的开展，各楼道积极参与申报，分别从硬件建
设和软件建设两方面着手。硬件上，协同居
委、物业和业委会，利用业余时间清理楼道垃
圾，为“美丽楼道”项目提供最基本的硬件需
要；软件上，充分运用美丽楼道建设“共治 +
自治”，通过整体规划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挖
掘楼道资源，收集居民绘画作品、张贴宣传版
面等，全面铺开美丽楼道的建设工作。最终，
居委会组织业委会成员、居民代表成立评审
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评选出南京
西路 1213 弄 80 号等 5 个楼道为“美丽楼
道”并授予挂牌，通过活动让小区居民们都
能向这 5个楼道看齐，加入到睦邻友好、干净
整洁的楼道整治和维护队伍中去。

自治推进会现场

泰兴居民区：
挖掘自治带头人 化解矛盾助和谐

违章建筑拆除后打造的自治彩绘墙

泰兴居民区党总支在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过程中，根据小区实际，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从居民中挖掘、培育热心小区事业和活动
的带头人，推动小区自治文化团队发展。

在居民自治的过程中，这些带头人和团
队都发挥了力量。泰兴居民区是典型的老式
石库门小区，房屋多为砖木结构，环境和住房
条件较差，小区里住着许多“新上海人”。由
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往往因不规范使用
电器、乱拉电线、楼道乱堆物等原因，为小区
“制造”出了安全隐患。面对这一新情况，居
委会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在原有的“新上海
人”俱乐部的基础上，重点建立起了一支“新
上海人”俱乐部治安队，鼓励有热情、有爱
心、有服务意识的“新上海人”居民参与其
中。
在排摸了社区安全隐患情况后，党总支、

居委会召开“新上海人”俱乐部治安队成员
听证会，结合组团式大走访等方式，认真听取
群众呼声。同时，居委会也以“新上海人”俱
乐部治安队为载体，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定期
更新居委会消防宣传内容，营造宣传氛围，增
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将“新上海人”俱乐
部治安队成员与楼组长分组，在社区内发放
消防宣传资料，力求家喻户晓；每季度召开一
次“新上海人”俱乐部骨干会议，针对社区安
全动态情况展开交流；以俱乐部治安队成员
为主导，不定时开展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摸
工作，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经过一系
列的工作实践，居民们的安全意识有所提高，
“新上海人”俱乐部志愿者们也在社区中树
立起了良好的典范形象。

在调解社区矛盾的过程中，也有带头人
和自治团队忙碌的身影。泰兴居民区里有很
多百年住宅，其中茂名北路房屋大多为历史
保护建筑。2017 年，该小区被列入政府直管
公房全项目大修惠民工程，但是，大修工程
开始之初，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强烈提出“要
动迁不要大修”，甚至准备阻挠工程队入
驻。
为了与居民加强沟通，在党总支的带

领下，居委会成员全部进入施工现场，走访
居民家中，与工程队积极协调。施老师就是
其中一名支部委员，她热爱社区工作，既是
楼组长，也是大修督查组的成员，在她的积
极参与下，确保了居民与党总支之间的及
时联系，对大修工程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
用。
位于石门一路 315 弄弄内的公惠医院，

是泰兴居民区党总支的共建单位，医院原来
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因历史原因被逐渐搭成
了封闭式车棚，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违章
建筑，不但占地面积较大，常常引来无证流动
商贩扎堆经营，也使来院探访的市民无法正
常停放非机动车，道路秩序十分混乱，给小区
居民带来了极大不便。
接到居民投诉后，居委会第一时间召集

了石门一路的党员、居民代表和楼组长召开
专题议事会。会后，在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的支持下，通过实地勘察情况、上门与
公惠医院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反映居民诉求、
协调整改方案等工作，公惠医院旁的车棚拆
违工作顺利圆满地完成。原本秩序混乱、行走
都有困难的道路变得干净有序，小区环境得
到恢复。市民们的非机动车有了另外的停放
点，不仅如此，街道还请来了画家，把石门一
路的围墙做成了十二生肖的艺术墙，原来
“脏乱差”的小路一下子变成了全小区的一
道靓丽风景。

泰兴居民区内的违章建筑

古柏居民区：
集巧思创意 筑美丽家园

居民展示自己做的微景观

古柏居民区的巨鹿路 717 弄属于部队
大院，二次供水设施破败陈旧，每年冬天都会
因冰冻而断水；巨鹿路 775 弄 1-2 号楼原是
海军武器装备研究所部队营房，有将近 20
年没有大修，墙面脱落、地面破损、楼梯扶手
生锈、院子里乱拉绳晒衣被现象严重；富民路
197 弄 69 号是南京西路街道社区文化中心
福民会馆所在地，但在光鲜靓丽的外衣下，仍
然存在人员流动性大、管理困难、楼道堆物现
象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现象，居委会引
导居民自治，联合居民共同商议解决，并通过
公房大修、楼道改造、清理堆物等方式，排解
难题，共同构筑美丽家园。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巧思创意涌现了出

来。巨鹿路 775 弄 1-2 号楼共有 34 户离退
休师团级 80 岁以上的老干部，2016、2017
年，楼组分别因为进行楼房整修改变旧面貌、
创建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而评上三星、四星
楼组。2018年，居民们还想让楼组有更好的
改变，于是主动向居委表达了希望今后能升
上五星级楼组的意愿，并争取到了区里的公
益创投项目。
项目中，街道与澜途社会工作事务所帮助

巨鹿路775弄 1-2号楼的居民开展楼组“四
维空间”改造，楼组居民积极开展微助力活动，
并亲手制作绿植微景观摆放在楼道中，这些充
满生命力的绿色装饰成为楼梯口一道道靓丽
的风景线。居民们经过商议以楼组特色为楼组
命名“海花家园”，这个名字既切合海军家属
大院的特色，又贴近大家种植花草的爱好，还
寄托了让社区成为美丽家园的美好心愿。
除此以外，居民们还群策群力、共同商

议，确定了楼组改造方案，并建立志愿者队
伍，携手美化楼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原
本杂乱的底楼空间被清理干净，变成了楼组
居民活动、歇脚的会客堂，空间环境变得更加
温馨整洁。“四维空间”楼组既改造环境又开
展活动，居民们热心参与，拿出自己家中的物
品布置楼组，其效应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预期，
海花家园楼组的邻里和睦、互助互帮的真挚
情感，让每个居民都感到舒心。

巨鹿路 775 弄 1-2 号楼用绿植装点
“四维空间”，长乐路 698 弄则用漫画展现
楼组特色。2018年，古柏居委会与陕北、威海
两个居委会联合筹办“书画新时代文化进社
区”———2018年社区迎春书画汇展。长乐路
698 弄创建三星级楼组时，正值书画汇展筹
备期间，该楼组以此为契机，决定用漫画的形
式展现居民自己的公约。
那么，由谁来画漫画呢？古柏居民区的墨

香书画沙龙团队自告奋勇，承担起居民公约漫
画创造的“重责”。698弄居民商定完公约内
容后，墨香书画沙龙就开始积极准备绘画。经
过几次开会讨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产生
了初稿。接着，由墨香书画沙龙的指导老师修
改、完善后，居民公约漫画开始着手上色、渲
染。墨香书画沙龙的学员们对待此项工作丝毫
不马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创作。
居民公约漫画从构思设计到完稿，历时半年
多，凝结了 698弄居民群众的智慧和书画沙
龙老师和学员们的心血，作品用流畅的线条、
鲜艳的色彩和简明的话语生动诠释了居民文
明公约，在书画汇展中得到了一致好评。

海花家园的绿植

（本版内容由街道自治办提供，见习记者姚沁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