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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HEADLINE

深化“高效能治理” 守护“平安南西”
□记者 姚沁艺 整理报道

近年来， 南京西路街道聚焦疫情防
范和消防安全等重点工作， 切实维护社
区安全运行，有效保障了居民、白领生命
财产安全。在“十四五”新征程，南京西路
街道努力比学赶超、奋勇争先，把紧迫感
和进取心落在社区平安工作各方面，以
“五化”为抓手，紧密结合市域治理现代
化要求，筑牢基础、开个好头，为“福民南
西，魅力都心”建设系好平安扣。

今年以来， 南京西路街道细化年度
综治、司法、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实施量化管理，有序推进。为压实单位消
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街道印发《安全生
产与消防安全目标责任书》。 此外，街道
还在升平居民小区开展了电瓶车充电桩
综合建设试点工作。

落实责任主体
让社区单位安全经营

安全是社区稳定的底线， 生产和消防安
全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一直以来，南京
西路街道努力探索社区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新
模式，整合社区单位、沿街店铺人防、物防、技
防等方面的资源。

为压实单位消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街
道印发了 1600 份 《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目
标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 目前，街
道与辖区 800余家单位的签订落实工作正在
进行紧密进行中。

据《责任书》显示，各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单位及单
位负责人应当遵守有关消防安全规定与职
责。如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并落实消
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按照国家

和本市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
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
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保障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
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改善防火条件，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
灾隐患； 针对本单位的特点对员工进行消
防宣传教育，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
期组织消防演练；组织火灾自救，保护火灾
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建立消防档案，
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
行严格管理；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
查记录等。

《责任书》还显示，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
生产的责任主体。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分管安
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其他负责人应当按照各自分工，负责

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具备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
安全生产条件。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如何更好地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结合
“平安要素管理”试点建设，街道开发了微信
小程序“南西街道平安要素管理”平台，细化
商户信息、消安检查、自查申报、装修备案、消
息列表等要素管理项目、工作要求，目前已有
300 余家社区单位进行使用， 初步实现了街
道与社区单位沟通联系信息化、 问题联治便
捷高效化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 街道将继续完善平台管理
制度与实用性，把防电信金融诈骗、禁毒、消
防志愿队伍管理等平安要素纳入平台， 力争
推动所有社区单位进驻，通过实施多方位、全
覆盖平安要素管理， 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向纵
深发展。

健全工作机制
让居民住上和谐家园

社区单位的生产安全、 消防安全需要紧
密关注，居民居住环境的安全、和谐也是南京
西路街道平安建设的重要环节。 为此，街道从
疫情防控、矛盾化解、非机动车充电安全等多
个方面入手，努力逐个击破居民小区的“平安
痛点”。

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及突发情况处置要
求，街道建立健全“三结合”工作机制，即小
区治安管理与疫情防控紧密结合；“人防、物
防、技防”措施紧密结合；专业力量与群众力
量紧密结合，全力维护社区安全运行秩序。 具
体来说，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对在防疫、防“三
车盗窃”、 防火灾事故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保
安、志愿者给予奖励，进一步压实小区物业、
门岗保安责任，激发工作热情；广泛动员平安
志愿者，参与“看家护院”、出租房屋的监督，
营造浓厚群防群治的氛围；协调“1+4”联勤
块组执法联动，及时整治取缔“群租日租”、
酒吧、沿街商铺违规经营等问题。

针对部分小区群体矛盾错综复杂， 化解
难度大等问题，街道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多
方参与”的群体矛盾化解机制，进一步发挥辖
区法律资源优势，强化居民区党组织作用，用
好“1＋5＋X”居民区治理架构，引领社区单
位、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积极分子、福
民中心律师等多方力量参与矛盾化解，共商、
共议群体矛盾化解的措施、办法，努力将易激
化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而针对老旧小区非机动车“充电难”的困
境，南京西路街道已经完善了 2个非机动车棚
的充电桩、消防设施建设（可供 166辆电动车
充电），新安装智能充电柜 3个（可供 28辆电
瓶车同时充电），新装路边智能充电桩（端子）
13只（供 26辆电瓶车充电）。 街道从 3月起，
以升平小区为样板， 有序实施 11个居民区智
能充电桩综合建设。

“平安志愿者”参与“看家护院”行动

从伙计到伙伴 一字之差后的变化

成长：打破“二政府”格局

2012 年俱乐部刚成立时，俱乐部法定代
表人是由街道负责体育工作的科级公务员担
任，俱乐部最多算是“二政府”。 2013 年，俱
乐部开始承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 直到
2017 年，俱乐部真正实现了法人治理，正式
与街道办事处脱钩。

今年 67岁的余建英正是从 2013年开始
接手俱乐部的工作。“那时候每年街道拨款十多
万元，里面还包括工资。加上财务人员，俱乐部就
2个人，我们也是边摸索、边学习、边成长。 ”

做社区工作，就得有“泥腿子”精神。 余
建英跑遍辖区内的居委会， 对基层的情况了
如指掌，办起体育活动来一呼百应。不但社区
居民的日常体育活动有声有色， 而且针对辖
区内企业员工的篮球、飞镖、电竞、拔河等赛
事活动也成为传统。 余建英还特别善于动脑
筋，2016 年， 她开始酝酿创立社区体育品牌
的想法，“每年有 10 余场体育赛事活动，有

了品牌就能整合， 也能把体育活动延续下
去。”就这样，“跃动南西”的社区体育品牌在
2017 年应运而生，下设楼宇联盟赛、全民健
身赛、专项邀请赛等子品牌。

对于俱乐部的定位，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邵皑的一句话道出了“真经”：“俱乐部是伙
计还是伙伴？如果街道把俱乐部当成伙计，那
就是上下级关系，街道领导想安排你干啥，你
就得干啥。 如果街道把俱乐部当成伙伴来看，
伙伴关系就是合作关系，双方都是独立的。我
们街道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伙伴关系。”

所谓伙伴关系， 街道和俱乐部之间完全
以项目、合同来开展合作，人怎么管、钱怎么
用，不用跟街道领导汇报，只要按项目计划执
行就行。“通过制度设计来管人、管钱，这也就
解释了我作为分管领导，为什么既不管钱、也
不管人。 ”邵皑总结的经验，也给上海其他社
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颇多启发。

发展：“90 后”小伙来接棒

2019 年， 俱乐部来了位年轻的接班
人———“90 后”小伙夏沁维。 大学学的是社
会学专业，初中和高中都是班里的体育委员，
夏沁维自我调侃， 来当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负责人也算是“专业对口”。

不过记者依然好奇， 年轻人为什么热心
社区工作。夏沁维说：“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工
资只要能吃得饱就可以，关键是工作开心。 ”
从跟着余建英“三毛学生意”开始，一年时间
里，夏沁维得到前辈的指导，工作逐渐上了轨
道，“余老师教了我很多， 而且我也有发挥空

间，不会觉得束手束脚。 ”
在全市， 很多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负责

人都是兼职的社区工作者， 像夏沁维这样通
过社会招聘担任全职的属凤毛麟角。 另一名
年轻人梁孙颖也加入俱乐部工作。 俱乐部独
立运营，每年的工作有清晰的规划，俱乐部在
发展的同时，年轻人也看到了上升空间。

邵皑介绍， 街道尽量避免社区工作者在
社会组织内任职， 因为这有一个组织黏性的
问题。 社区工作者是财政供养人员，如果他在
社会组织内任职，社会组织发展好坏，项目执
行好坏，跟他的薪酬待遇、职级晋升都没有关
系， 可能达不到与组织同进退、 共成长的目
标。 “现在，俱乐部选定人员之后，薪酬待遇、
具体分工等，都由自己说了算。我帮俱乐部算
了一下，2020 年单就承接街道办事处的项
目，项目资金就达到了 84.86万元。 有了坚实
的财力支撑， 俱乐部才能实现老中青队伍的
梯队建设，组织也能健康成长。 ”

未来：打铁还须自身硬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层面
的支持。 俱乐部目前有街道办事处无偿提供
的独立办公空间，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和日常
的水电煤、 保安保洁费用等都由街道办事处
专项列支。 在南京西路寸土寸金的地段，能有
这样的后勤保障， 帮俱乐部节省了很大一笔
开支。同时，街道财务部门有一支财务代记账
管理团队，专门服务社区社会组织，确保资金
的规范使用。

俱乐部成立之初，有街道扶上马、走一程。

如今走过八年多历程，从事事都要请示汇报到
现在的自我规划、独立运作，俱乐部对自己有清
晰的定位。 包括参评 3A级和 4A级的社会组
织，也是俱乐部按照组织发展规划自行制定。

未来，不能只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走出
去，自有一片新天地。

今年年初， 辖区内的南阳学校找到俱乐
部，希望能合作办一场活动会，设计适合孩子
们的体育项目，提高他们的凝聚力。 南阳学校
是一所面向智障儿童少年提供教育服务的九
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 虽然与俱乐部之间
的物理距离不远， 但真的找上门来还是让夏
沁维有些意外。 “这说明学校信得过我们，作
为体育类社会组织， 我们可以辐射社区内更
多的人群。 虽然活动预算不高，但我认为意义
大于金额。 ”

街道有重点商务楼宇 42 幢，工作的白领
10 万人左右，已经跟辖区居民数形成人口倒
挂。 如何服务好白领，是挑战也是机遇。 比如
今年的社区篮球比赛与辖区楼宇嘉里中心紧
密合作，并邀请近年来篮球比赛的企业强队，
提升了比赛的影响力和含金量， 同时也让俱
乐部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

目前，街道持续在社区内营造“健康生活
从健身运动开始”的氛围。 全民健身赛从健身
器材大比拼拓展到八段锦、哑铃操、拍手操比
赛，俱乐部承接的项目从社区体育发展管理项
目拓展到社区康健苑运维项目。 下一步，针对
亚健康群体以及慢性病、职业病的群体，能否提
供更专业的运动康复指导？ 服务全人群，能否
拓展亲子运动领域？ 都将是俱乐部的新课题。

（内容来源于上观新闻，作者秦东颖）

“跃动南西 ”，这是南京西路社区
体育健身俱乐部自创的社区体育品
牌。 小小街道有自己的体育品牌，别说
在上海，放在全国也是稀罕事。 社区体
育组织扎根社区，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
里不过是带着大伯大妈们打拳做操 。
然而 ，俱乐部抓住了社区内 “两白 ”人
群———白发和白领 ， 树立了服务型体
育组织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