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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

小城大事

制订管理公约 打造有序街区
大沽路商户自治管理项目入选“静安区第二届社区治理十大创新项目”评比 20强

□记者 姚沁艺

随着“夜经济”的发展，如何兼顾商户的夜间营业与周边居民的安宁，成为每一条在夜
晚经营的商业街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南京西路街道辖区内，也不乏这样的夜市，大沽路就是
其中之一。

为了调解商居矛盾，大沽路的商户们在街道的帮助下，自发成立了大沽路商户自治管
理委员会，通过商户自治，在商户和居民的不同诉求中，找到了平衡点。日前，大沽路商户自
治管理创新项目入选了“静安区第二届社区治理十大创新项目”20 强。

曾因商居矛盾陷入危机

位于成都北路石门一路之间的大沽路路
段长度不足 500 米，却聚集了超过 70 家店
铺。20多家特色餐饮、10多家酒吧汇集于此，
虽热闹非凡，但整洁有序。而在两年前，这里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2016 至 2017 年，随着大沽路商家的逐

渐增多，扰民问题也愈演愈烈，每周数百条投
诉涌向政府各个部门。据南京西路街道市容
所副所长沈煜介绍，当时，大沽路的酒吧基本
都室外设置了外摆，客人们喝酒聊天，噪音较
大，一直要持续到凌晨两点。而一些火锅店的
油烟废气也给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为给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2017 年 5月，南京西路街道对大沽路夜市开
展集中整治，禁止商家外摆摊位、限制酒吧营
业时间。“经过这样的整改后，商家的生意一
下子变差了。”大沽路商户自治委员会会长张
坚回忆，仅一个月的时间，大沽路商铺的营业
收入就下降了 40%，“商家做活动、促销都无
力回天，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店开不下去了。”
为了“自救”，大沽路的商户们自发组织

起来，制订了一些经营规范。张坚还代表商户
们向街道领导写了一封信，陈述大家的意愿，
这一系列的做法引起了街道的关注和重视。
2017年 8月，在街道的协调下，“规范大

沽路酒吧行业沟通会”召开。大沽路所有酒吧
的实际经营者全部到场，由政府部门牵头，制
订了《大沽路酒吧经营公约》，对所有酒吧行
业的噪声分贝、经营范围、市容环境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商家纷纷表示愿意共
同遵守。

商户自治维护居商关系

《大沽路酒吧经营公约》制订后，南西街
道逐步放宽了对大沽路酒吧行业的监管，大
沽路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而令人欣喜的是，酒
吧行业的每月的投诉量从 40 多个减少到个
位数。看到这样可喜的变化，2018年 7月初，
在南西街道的牵头和指导下，大沽路上 74 家
各类沿街商户成立了“大沽路商户自治管理
委员会”，并制订了《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大
沽路商户自治管理公约》（下简称《公约》）。
证照、食品、卫生、市容、消防等方面的自检自
查，都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内。
大沽路商户自治管理委员会目前有会长

1 人、副会长 1 人、委员会成员 5 人，全部由
大沽路商户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来自酒吧、
休闲、零售、餐饮等各个行业，几乎覆盖了大
沽路的全部业态。”南西街道还专门为自治
委员会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管理平台———
南京西路街道商户自治管理平台。点开这个

小程序，各个商家的管理信息一目了然。每个
月，自治委员会都对各个商家的规范经营状
况、垃圾收运情况、门责管理情况、周边市容
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价，公布排名。

探索城市管理新思路

据张坚介绍，《公约》正式施行后，大沽
路商铺的房东招商时就会进行严格的筛选。
“太过吵闹、油烟污染太重的，我们会直接排
除掉。”即使新店铺已经开张，也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的“实验期”。在新店营业的第一周，
委员会成员会和周边居民商量好，然后让这
家店把音乐开到最吵，并在客人最多的时候，

跑到楼上每一层居民的家中用分贝仪进行测
试，判断是否会影响居民休息。对于在大沽路
经营多年，但因为客观原因实在无法做到《公
约》所规定内容的商家，委员会也没有坐视不
理，他们拿出了自己的资源，帮助他们找到合
适的经营场所。
大沽路在商家的自治下，也吸引了不少

优质商家的入驻。而对于成为大沽路商户自
治的会员单位，街道和委员会也提供了一些
福利。“比如新加入的店铺，我们会对它的证
照办理进行指导。在垃圾分类方面，只要会员
单位在晚上毕店前把生活垃圾包装好，放到
指定位置，绿化市容单位就会统一用车来
收。”

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南西街道“双轮驱动”模式入选“静安区第二届社区治理十大创新 30强项目”

南京西路街道社会组织培育基地

□记者 姚沁艺

前不久，上海南西社区金钥匙服务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盈颖和她的同事，带着 20 名
来自南西社区的困难家庭儿童，前往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游学活动。

南京西路街道探索“政社分开”和“政社协同”工作机制所打造的“双轮驱动”模式，为
“陈盈颖们”等社会组织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该模式依托街道社会组织培育
基地，实体化运作两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南京西路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下简称“南西社
联会”）和南京西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下简称“南西社服中心”），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南西街道“双轮驱动”模式在日前的“静安区第二届社区治理
十大创新项目”评比中进入 30 强。

监管指导
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化运作

在延安中路 841 号 U-CUBE 南西创想
中心的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几家社会组织的
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工位前忙碌着。“他们都是
南西的‘草根’社会组织。”南西社联会副会
长陈佳告诉记者，南西社联会和南西社服中
心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一些有办公工位需
要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最多为期 3年的免费办
公区域。
“不少社会组织的成立都源于发起者的

一腔热情，他们对于如何运作下去缺乏专业
的能力。”陈佳介绍，对于这些“草根”社会组
织的孵化和培养，南西社联会和南西社服中
心已经有了一套规范的体系。
南西社服中心联合专家力量，每月免费

为辖区内社会组织提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项目的招投标流程和立项参考标准解读、
项目需求分析与项目设计、项目方案书撰写、
项目经费预算与管理、项目实施与管理、项目

监测与评估、项目报告撰写、财务专项培训、
财务出纳实训等课程。此外，社服中心还为多
家社会组织提供代记账服务，对街道内生型
社会组织进行财务监管和人员聘用备案服
务，对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进行过程监管和绩
效评估，并为想入驻、刚入驻的项目团队和社
会组织提供登记、注册、人事等指导。
南西社联会则更侧重于培养社会组织关

于内部治理等方面的能力。陈佳表示，在社会
组织成立之初，南西社联会就会指导他们如
何运作得更加规范。人才培养也是南西社联
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社联会通过人才“梯型”
培育计划，帮助新入职人员明确职业发展规
划；帮助主要工作人员加强沟通交流，以及社
会组织之间的资源链接和叠加共享；挖掘社
会组织领军人物，并帮助其树立组织品牌。

党建引领
整合发挥各方优势资源

“南西街道有大量的楼宇企业资源，许多

企业都有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中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的意愿。”陈佳表示，因为一些
企业对南西街道的社会组织缺乏了解，常常
无法获得合作机会，“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
面临着人力、资金等资源匮乏的问题，希望获
得社区企业的支持。”
如何充分整合和发挥会员单位和社区企

业的资源优势？这正是南西社联会和社服中
心所努力追求的。
南西社联会以党建为切入点，搭建“联

合、联谊、联动”的“三联”平台，把党建工
作深入到辖区内 47 家会员单位。社联会还
通过党建对接楼宇企业，充分听取企业的
需要，整合企业资源。针对不同企业的需
求，社联会会把擅长做该方面项目的社会
组织推荐给企业。同时，针对社会组织人
力、资金、物资匮乏的问题，社联会也会通
过企业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关资源。“一些
企业对于员工有志愿服务时长的要求，这
时我们就会推荐他们来我们的社会组织担
任志愿者。”

南西社服中心则协助街道和社区做好社
会组织预警网络建设，做好群团备案，服务覆
盖所有社区。社服中心还建立调研机制，收集
汇总社区需求，全面升级社服中心微信公众
平台“南西花园”服务，设立“微问答”“微
展示”“微矩阵”等板块，线上线下相结合，
促成社会组织与社区需求对接，由社区出资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开展风铃制作、绿植培育、
志愿者培训等服务，提升居委会引入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共治的意识。此外，社服中心结合
社区需求开展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自治。

政社分离
以多元主体身份回应社区需求

作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南西社联会和
街道已实现完全分离，并非隶属街道的部门
机构，其人事、财务以及项目的审计、评估等
事务均独立运作。街道在起到监督的作用的
同时，给予南西社联会充分的自主权，激发社
会组织的内生力，助力其生长和成熟。
街道社服中心自 2016 年实体化运作以

来，改变了传统的依靠政府财政补贴的运营
模式，创新性地通过承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项目来实现自负盈亏，实现了政社分开
和政府履职事务性工作的社会化转移，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
南西社联会与街道社服中心在日常工作

和大型活动中分工合作，齐头并进地发展社
会组织以多元主体身份回应社区需求，参与
社区共治。两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分工协作、互
为补充，双双在 2018年上海市社会组织规范
化评估中被评为AAAA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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