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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佳玲 整理报道

彭浦新村街道开展自治项目工作已有三年 ，自 2016 年至 2018 年 ，每年的自治平
台建设和自治项目工作都覆盖到了全部 33 个居民区 ，覆盖率达到了 100% 。 2016 年
共计开展自治项目 38 个 ；2017 年总体数目为 41 个 ， 比 2016 年增长了 3 个自治项
目 ；2018 年开展了 39 个自治项目 。

从 2018 年各个居委会自治项目的数据统计来看 ， 彭浦新村街道居委会自治项
目受益人群主要包括了社区儿童 、青少年 、孤寡老人 、残障居民 、家庭主妇 、项目管理
团队等等 ，截至 2018 年底 ，受益人次达到了 76117 人 ，比 2017 年增加了 3190 人次 ，
平均每个项目受益 1952 人 。 39 个自治项目共开展活动数量达 657 场次 。 在团队及
骨干志愿者培育方面 ，2018 年参与项目实施的志愿者总人数达到了 7131 人 ，比去年
增长 82 . 71% ；2018 年平均每位志愿者服务 10 位社区居民 。

这些自治项目 ，不断为彭浦人民的生活添加了精彩和美好 。 本报将分两期展示
自治项目给社区带来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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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七居民区以“百草园·孝先行”为
项目主线，以社区环境改善为理念，通过
开展“绿色星期四，美丽惠家园”、“孝先
行，齐相聚”、“百草园”为主题的自治项
目，发动居民参与，共同见证社区的变化。
通过打造社区绿色环保队伍，开展小区及

楼组绿植系列活动，真正改善了楼道脏乱
差、楼道堆物、邻里关系等问题。通过三年
自治项目的发展，彭七形成了以楼组问题
解决为主线的自治工作机制，形成多股力
量推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和
发展新格局。

美化后的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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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路 1564 弄居民区以“社区童谣
文化长廊”为项目主线，以社区文化品牌
打造为理念，通过将文明养宠、文明楼组
与童谣创作进行结合，围绕“消防安全”、
“怡美绿景”、“传统文化”、“美丽楼道”
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形成在地特色文化

项目。通过特色童谣系列活动的开展，小区
楼道卫生、美化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
建立党群坊、诗教坊、读书坊、娱乐坊、健身
坊、虫艺坊的“六坊”机制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一会三小队”的社区自治共治工作
模式，打造社区特色自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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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路 894 弄居民区以“894 爱吧”
为项目主线，以居民归属感提升为理念，
通过开展“爱绿色”、“爱互动”、“爱敬
老”为主题的自治项目，发动居民广泛参
与，营造社区居民和谐氛围。通过发动社
区工作者、块长干部、骨干志愿者、物业

和居民的力量共同开展小区建设活动，让
小区绿化、养宠、高龄老人照顾等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经过三年的发展，临汾路
894 弄居民区形成了以自治项目解决居
民问题，进而提高社区居民凝聚力、增强
归属感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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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项目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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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二居民区以“提升社区治理
效能”为主线，从绿化管理、卫生管
理、社区安全、文化宣传等四个板块入
手，成立相应的自治团队，分工协作，
推进社区治理工作。自开展星星点灯
百家情项目以来，小区绿化、小区卫
生、小区消防安全、楼道堆物等工作得
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依托文化团队的

活动宣传，进一步拓展了自治项目的
社区影响力，提升了社区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的积极性。通过自治项目的发
展，共四二居民区形成社区问题发现
-响应机制。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共四
二居民区将进一步将视角转向社区中
的其他治理事项上，通过项目实践梳
理、完善现有的社区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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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护卫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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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路 180 弄居民区以“巩固
美丽家园建设成果”为自治主线，以
“居民小区是我家，管好靠大家”为
理念，通过居民自治团队的培育，细
化志愿者团队类别，打造多功能于
一体的“阿拉花园”守护队，提升居
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通过开展

绿化类、养宠类自治活动，真正解决
社区及楼组环境问题，减少了社区
不文明现象的出现。依托“阿拉花
园”这一居民自治平台，形成“楼
组—区块—居委”的工作模式，实现
楼群合力凝聚、居民关系融洽的良
好自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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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日常维护阿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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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路 430 弄居民区以 “430 伴你
行”为项目主题，以“远亲不如近邻，居民
陪伴互助”为核心理念，以居民需求为本，
开发贴心的志愿服务内容，使文化团队骨
干逐渐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由组织者

变为推动者，形成了“43”邻嘉年华的项目
品牌，提高了居民自治水平。通过项目的开
展，曲沃路 430弄居民区的环境得到了一
定的改善，满足了居民关于物件维修的个
性化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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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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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路 1110 弄居民区以 “邀
您自治”为自治主线，以“耆乐共
融”为自治理念，抓住社区中老人
和儿童两大主要服务群体，完善社
区服务体系。通过三年的项目发
展，小区的志愿服务覆盖面得到了
可见的提升，形成了“党建引领、自

治创新、楼组联动”的自治发展格
局。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闻喜路
1110 弄居民区将进一步丰富自治
服务领域，在老人和儿童两条主线
之外，发展服务支线，并在服务设计
上的问题针对性更强、需求回应性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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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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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泉路 1015 弄居民区以 “邀
您邀我”社区参与为自治主线，以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为核心理念，形成
了在党组织引领下、党员带头下居
民积极参与的自治氛围。项目的开
展，有效解决了小区中亲子类活动
设施不足的问题，有效杜绝了小区

违章建筑的新建。通过三年自治项
目的发展，三泉路 1015 弄居民区将
自治与共治有机结合，形成了党组
织、居委会、业委会、民警、驻区单
位、群众团队、社区骨干等各方力量
间“共建、共管、共享”的社区治理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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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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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康三村居民区以“培育居民社区
认同感和归属感”为项目主线，以环境
治理和为老服务等能激发居民关注的
社区议题为切入点，以服务和活动吸引
居民参与，以活动成果给予居民正向反

馈。通过项目开展，有效改善了社区居
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依托 “红丝带”项
目的开展，确保了老年居民在社区中的
居住安全，为打造适老社区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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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丝带志愿者上门看望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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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泉路 517 弄居民区以“为你
点亮一盏灯”为自治主题特色，以为
老服务为主线，以自治行动点亮社
区为理念，推动社区从“政府主导
型”向“居民自治参与型”发展。通
过三年的“点灯服务”，有效解决了
小区孤寡老人的社区照顾问题，小

区的绿化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改善。通
过三年自治项目的发展，三泉路 517
弄居民区形成了 7 个自治专业委员
会的规范工作机制，明确了自治专业
委员会“议题执行、志愿者激励、新
团队培育、自治分享成长”的职责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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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节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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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路 2471 弄居民区结合美丽家
园建设工作，以“绿生活睦邻点”打造项
目主线，以 “绿生活睦邻点的筹建”、
“绿生活讲堂的开设”以及“睦邻点的
运营”为三大核心主题内容，以团队日
常养护结合项目活动的形式，以点带面，
实现从个人参与到全家参与，打造熟人

社区，推进社区和谐的目标。通过两年的
项目开展，从最初与社会组织合作到如
今的居民自主管理，志愿者团队的自治
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
治的积极性逐年增强，小区中的荒地也
经由项目的开展成为了开展自治活动的
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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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康四村第一居民区以清理社区
“僵尸车”为主题，让居民自主将“僵尸
车”提交，兑换植物，进而将收集的“僵尸
车”为原料，做成雕塑达到废物利用美化
社区的目的。通过项目开展，共康四村第

一居民区结合街道试点开展的积分制工
作，在处理僵尸车的同时，提升了居民的
获得感和参与感，有效改善了社区环境，
消解了“僵尸车”占用车棚空间而产生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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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大战僵尸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