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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里里桥桥··

全景

打造街区共同体构建“和美五里”
很多人心里，五里桥，不仅仅是一个社区名

称，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先进”和“创新”的标
签———上世纪 90 年代起， 街道率先在实践中创
设出引导居民协商自治的“三会”制度，此后率先
培育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更好服务居民，率先
拓展滨江公共活动空间以“边角料”裁出老社区
的“轻娱乐”，率先提出“社区共同体”推出街道层
面的公益众筹平台……无数个“率先”不仅清晰
呈现了一片街区对于社会治理、居民自治的生动
实践和行进轨迹， 更见证着在党组织领导下，一
方热土顺应不同时期矛盾及需求，对于社会治理
方式及理念的不断发展及自我革新。 进入新时
代，五里桥提出“和美五里”目标———在党建引领
下，通过项目实施与先进文化引领，在意识形态
上寻求共识，塑造社区共治的价值体系，提高社
区治理各参与主体的综合素养，增强责任意识和
人文关怀。 在实施路径上，创新提出“街区”这一
概念，推动各类资源在街区层面整合对接、多元
群体参与建设发展，实现自治、共治、法治、德治
有机融合，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
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

重新定义 “街区”
让区域化党建深度覆盖融入

长期以来，上海基层治理主要依托于“小区制”“楼组
制”“街居制”等形式，这一方面塑造了上海基层治理独特
的优势，如治理单元较小，利于发动居民参与，有利于资源
集中投放和治理效应迅速显现， 居民群众容易享受治理单
元中的各种实惠。

进入新时代，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管理重心不
断下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

五里桥街道通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发现， 对于社区治
理共同体而言，一个居民区似乎太小，资源不够丰富；而整
个街道又太大，不利于公共议题的快速有效形成。能否在街
道和居民区之间架构起更具辐射力、影响力、协同力和组织
力的自治共同体？

为此，街道提出“街区治理”这一新概念，并进行创新
实践。 通过重新定义“街区”，推进区域化党建在整个街区
的深度覆盖与融入发展。

这里的“街区”不是简单将几个居民区的任意分割与
组合，而是由几个在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生活方
式等方面具有共同特质的居民区组成。

按此定义，街道以南北高架路、中山南路高架为界划分
为三个街区。 一是南北高架以东、中山南路高架以北的“创
意家园 -和美街区”。这一街区沿局门路展开，组织形态较
为丰富，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所在地，还包括龙头股份等大
型国企、上海最大的创意园区江南智造以及幼儿园、小学、
双语学校、特殊教育等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党建基础好、

社区资源多、社会活跃度高等特点；二是南北高架以西、中
山南一路高架以北的“颐乐生活 - 和美街区”，这一街区
沿打浦路展开，以居住为主，生活服务设施多，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位于这一街区， 街区着眼于提升生活服务质量和便
利性，特别要打造长者友好社区；三是中山南一路高架以南
的“人文滨江 - 和美街区”，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
发源地，有着丰富人文资源，将重点突出人文元素，致力于
打造滨江党建新名片。

各个街区成立党建（共治）联盟，参与成员由区域单
位、“两新” 组织和居民区等单位成员和街区内的报到党
员、社区居民代表、街区顾问等成员构成。街区党建（共治）
联盟首先要制定街区公约， 为街区治理法治化提供制度资
源；每年征集治理议题，提倡广泛协商，并通过统筹协调各
类资源而推动议题切实解决。

聚焦 “和美”项目
重构街区温度与颜值

“和美”的最终目标，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街道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

标，着力推进“和美街区”系列项目建设，以党建显实效、增
凝聚。

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和” 系列由社区党委牵头，聚
焦街区人文软环境提升，依托“益空间”党群服务站，以文
明创建、为老服务中心建设、安全社区创建、老公房电梯安
装、社区花园、错时互惠停车、滨江文化、居民自治微创投、
业委会主任沙龙等项目为抓手，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联合各类主体共同营造睦

邻文化，营造熟人社区应有和谐度与温情。
“美” 系列由行政党组牵头， 聚焦街区面貌硬环境改

善，依托网格工作站，围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五违四必”
专项整治和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等， 大力推动街区无证无照
经营、无序设摊、跨门营业、违法搭建等顽症治理和楼道墙
面刷新、外墙管道修缮、垃圾厢房改造、街区设施增配、临街
围墙美化等美丽街区建设项目，形成多方参与的共治合力，
提升街区环境的感受度与美化度。

“街区”概念的设立，在传统的街道层面与居民区层面
之间构架起新一层的流通网络，由此，关于社区治理的所有
资源在三个层面流动盘活， 不仅激发出社区各类主体的参
与活力，更逐步形成“找有趣的人，破尴尬的局，做有益的
事，享和美的家”的自治生动局面。

解决“急难愁盼”间
社区治理合力得以提升

街区共同体的设立，开始聚焦各方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获得感发力，从而推动自治迈向善治。

街道整合各类资源，开展一系列“街区仪式”推动街区
情感认同。如，去年国庆节，创意家园街区党建（共治）联盟
举行了一次升旗仪式， 基层党组织代表和近百名居民区党
组织党员、居民群众共同参与并见证了仪式。共处于同一街
区中的不同个体，借助富有内涵的仪式，获得了强烈的街区
认同感。

聚焦公共服务需求，通过党建资源撬动社会资源，打造
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 2-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扩大学
生晚托班覆盖面、丰富午间一小时活动和白领午餐地图、推
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功能向家庭辐射等。

在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间，社区治理合力得到显著提
升。如，针对街区共同体营造中反映出的“停车难”，在街区
党建（共建）促进会统筹协调下，沿线各居民区、园区和小
区共同协商，挖掘出 192 个可供“错峰停车”的车位，促成
园区与居民区共同制定“互助式”停车管理公约；8 号桥园
区党总支携手周边师专附小、 丽园居民区启动社区花园建
设，挖掘园区生态环保企业资源，吸引社区居民、校区师生、
园区白领共同参与，探索街区公共空间设施美化的新方法；
设立企事业单位社会责任日，去年以来累计开展民生类、服
务类、公益类、科创类、社区微更新类等五大类活动近百场，
参与、受益人群累计 4万人次。

（原载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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