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居民身边大小事建议事厅

A04 要闻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王崇人 美编杨淑萍

“小区为什么不装充电桩？”“绝不同意装在我
们这栋楼边上！”南海桂城大圩社区御水岸小区是
广佛交界处的新型楼盘，住户来自五湖四海，多元
的声音和尚待完善的公共设施配套，导致小区内
许多如安装充电桩一般的公共事项都难以推进。
大圩社区党委以“创熟”为抓手搭建居民“议事厅”
后，把这件困扰了小区居民两年的事顺利解决了。

2021年，南海区民政局牵头出台了《南海区
“创建熟人社区”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大圩社区也于同年重新组建“创熟”工作团
队，通过走街入巷倾听社情民意，搭建了居民议
事厅、近邻议事厅、街坊会等平台，并以文化保育
为切口深入推进“创熟”工作，一步步将“创熟”理
念转化成“创熟”实践，有效推动社区居民通过协
商解决各种“烦心事”。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一直以来，南海区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基础、居民为主体、其他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构
建和谐的现代邻里关系，完善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全国率先探索具有南海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熟人社区”。

2022年是南海“创建熟人社区”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之年。为稳步推进“创建熟人社区”工作在城乡社区全面展开，增强党在基层的动员力和
凝聚力，即日起，南海民政局联合珠江时报推出“创熟”赋能南海基层善治系列报道，挖掘“城乡熟人社区”如何搭建平台，创新方式方法，拉近人们

“与邻为善、与邻为伴”，齐心协力，创建共商共建共议开放包容的大家庭，赋能南海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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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大圩社区搭建居民“议事厅”，协商解决各种“烦心事”

居民大事小情 都来“议事厅”议一议

1

改革战鼓擂响，攻坚号角嘹亮。6月13日，南海区召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动员部署大会，剑指基层“最末
梢”。“村社是‘主战场’，要大胆闯、勇于试、主动改，为推进基层治理改革撕开一道口子，趟出一条路子来。”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这样阐述改革
的意义。

惟改革者进，惟攻坚者胜！有着“敢为人先”基因的大沥，也一直积极探索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破解一系列基层治理难题。为了
展现大沥镇在此过程中做出的探索与经验，即日起，珠江时报社推出“党建引领强治理 绘就美丽新家园”栏目，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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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圩社区永东街和向东

街的交界处，有一条长18米的

独特阶梯道路。漫步于此，童年

游戏、醒狮文化、粤剧名角等彩

绘图案不时映入眼帘。不少居

民和孩子在此打卡和玩耍，成为

直抵居民心间的文化桥梁。

大圩社区党员代表何卉娟

是阶梯彩绘的发起者和设计者，

她介绍，“共画大圩路”活动，不

仅让社区居民在参与中找到文

化根脉，绘成之后也能大大提升

社区的和谐氛围。

这是大圩社区以文化保育

为切入点，推进“创建熟人社区”

工作的缩影。近年来，大圩社区

发掘粤剧、醒狮、福肉饼、镬耳屋

等传统文化元素，多措并举激活

文化载体，通过文化保育行动引

领居民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归属

感和自豪感，营造文明和谐的社

区氛围。

“唱曲的时候，要注意节奏，

悲伤的时候就要唱悲一点，欢喜

时就要唱欢喜一点。”林凤群是

大圩社区曲艺社会长，只要有时

间，她就会带着社区的粤剧爱好

者们进行练习。

在文化保育行动中，除了借

助长者的经验，大圩社区还注重

汇聚年轻居民和志愿者的力量。

“镬耳屋大家都了解了，那谁能告

诉我关于它的一些小知识？”“我知

道我知道，它是岭南传统民居的

代表。”去年暑假，还是一名高二学

生的李嘉锐参加了社区的文化导

赏志愿活动。她觉得，自己从小

生活的地方很有文化底蕴，她乐

于向其他人介绍社区的文化。

从文化保育到社区治理，从

党建引领到居民参与，自发动志

愿者加入文化保育项目以来，越

来越多像李嘉锐一样的志愿者

加入到大圩社区文化保育行列，

志愿者的力量渗入到社区治理

的方方面面。

大圩社区还组织成立街坊

会，调动社区志愿者群体的力量

参与基层治理。“女孩负责清理

牛皮癣，男孩负责刷油漆。”“大

家一起做，不会觉得累。”街坊会

的成立，让文化保育的工作深入

到各街各巷，也为居民的相识相

熟搭起了桥梁，在增强社区凝聚

力和向心力的同时，持续推动着

社区治理向前发展。

“议事厅鼓励居民党员和热

心街坊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的商

讨，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面对面商

议的机会。如今，不仅社区和居

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居民之间

的关系也更和谐了。”御水岸小区

居民宝叔是一位“热心人”，他与其

他热心居民一起为充电桩的安装

位置做实地考察，主动参与沟通

协商座谈会陈述利益诉求，最终

推动解决了困扰小区两年的充电

桩安装问题。

大圩社区居民议事厅除了为

居民提供协商平台，还将曾经的

“投诉大户”也变成了“创熟”工作

的粉丝。以往，御水岸小区居民

姗姐遇到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拨

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大圩社

区居民议事厅的建立让她找到了

更加便捷的表达渠道。“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都能被好好重视，认

真解决，我和邻居们都感到很贴

心，也觉得‘创熟’这件事情非常有

意义。”姗姐说。

除了新型物业小区有居民

议事厅，大圩社区党委还在老旧

小区较为集中的区域建立了近

邻议事厅，议事员们每半月就会

开展一次街巷巡逻活动，通过走

访、巡逻收集居民的“烦心事”，

无论是街巷下水道堵塞起纷争、

旧市场车辆停放无序存隐患，还

是百年古榕树下建不建宠物方

便小屋的问题，都可以放到近邻

议事厅里来议一议。另外，大圩

社区党委还结合社区实际，在桂

城街道妇联的支持下，建立了

“御”你相议芳华议事厅，发挥妇

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妇女骨干

等多元主体力量，收集民情民

意，解决居民或社区关注的议

题，不断提升社区妇女群众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得益于“议事厅”作用的发

挥，近年来，居民们在12345投诉

问题的数量大幅度下降，大圩社

区也基本做到了社区的事在社区

内解决。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大圩社

区各类议事厅聚焦重点议大事，

聚焦热点议难事、聚焦民生议小

事，让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度、居民

之间的团结度都有了大幅提升，

成功激活了社区治理的神经末

梢。”大圩社区党委副书记、创熟专

干叶瑞仪说。

以文化保育 拓开基层治理新路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黄梦灵 通讯员叶瑞仪 赖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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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进奇槎社区，一个

个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

公园相映成趣。得益于社区党

委创新性实施“福利统筹”土地

开发模式，社区借此重塑产业

和城市形态，实现集体经济“细

水长流”式的长期收益，也让村

民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得到极

大的改善。

奇槎社区的振兴成果来源

于大沥借力三级党建网络，努

力把“红色触角”延伸至“最小

单元”。为了建设一支担当作

为、攻坚克难、懂治理善治理

的村社党员干部队伍。大沥

对基层社区干部的人员结构

和体系进行再优化。目前，全

镇42个社区均高质量完成“两

委”换届选举，新进干部 56
名。在这些干部中，人员平均

年龄39岁，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占比96%。

大沥镇委党校、相关部门

以及社区也通过积极组织开

展系列培训班，为“两委”干

部、支部书记、经济社干部提

供智力支撑。同时，大沥还探

索建立了经济社党支部书记、

社长述职机制，全面加强社区

党组织对经济社一级干部的

管理。2021年12月，大沥镇

有 306名经济社党支部书记

和321名经济社社长完成“期

末考”。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大沥有这些“招数”
村道小巷整齐干净，街边是新建的“四小园”……

近段时间，大沥镇太平社区白界西经济社党支部通过
开展各类活动，发动党员、经济社骨干、乡贤、亲子家庭
和大部分村民共同动手建设美丽家园。

这也是大沥以“红色引擎”引领乡村治理的一个缩
影。如今，大沥已陆续出招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
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懂治理”的队伍、拓
宽“共治理”的渠道、开创“强治理”的模式，让治理的难
题在发展中得到破解。

改革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歇。6月20日，大沥镇召
开贯彻落实南海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暨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试点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提出从紧扣战略目标、
紧扣突出问题、上下同心同向三个方面抓改革，切实将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营造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在大沥镇沥中社区，因社

区内人口日趋老龄化而产生的

城市管理、环境整治、邻里纠纷

等基层治理难点，曾是社区党

委的工作堵点。

民之所取，政之所为。针

对问题所在，沥中社区党委通

过探索经济社党支部和经济社

的年度考核评优机制，充分撬

动经济社党支部活力。“实行这

个考核机制之后，党支部与经

济社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

密，经济社的日常事务管理也

得到了提高。”沥中社区党委书

记叶振棠说。

实际上，这只是大沥逐步

深化村社两级重要事权清单管

理的小小缩影。目前，大沥通

过全面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四

议两公开”，推动各经济社支部

党员参与所在经济社“三重一

大”事项实施方案的审议、修订、

宣传、落实等全过程。同时还

通过“红色杠杆”的撬动作用，积

极链接各方资源和力量，进一

步拓宽党群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的渠道。

“接下来我们还要以‘管’

为路径，不断优化基层治理运

行机制。”20日，大沥镇召开贯

彻落实南海区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

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南海区委

常委、大沥镇委书记何春云指

出，大沥在后续抓改革的过程

中，将建立镇街、村对经济社一

级的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容错

纠错机制，做到“管人”；还要抓

好社会管理和集体经济两件

事，推动经济社干部“管事”；提

高村规民约的认同度和约束

力，让村民“管自己”。

党建结对强创新
互补优势“强治理”
“各村社既是落实任务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探索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在

南海区召开的基层治理现代化部署“万

人大会”上，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便这样

强调了村社的重要性。

但究竟要怎样抓好落实，探索创新？

大沥在前期的探索中，便尝试把机

关部门组织优势、基层党组织优势及党

员个人优势等进行融合。因此，大沥从

今年1月起，通过制定出台社区结对共

建相关方案，发起《关于开展全镇基层党

组织结对共建“百社千园”活动的通知》，

发动社区与社区“一对一”结对共建，每

个机关党支部至少与一个经济社党支部

结对共建，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共建共

享，推动基层党支部深入参与治理工作。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路

径。在今年1月初开展的“守初心 办实

事 勇担当”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中，经群

众线上票选，大镇、东秀等社区案例被评

为大沥镇“我为群众办实事”十佳案例，

大镇社区案例获评“最佳人气”案例；全

镇493个党支部认建认养认管“四小园”

709个，以实际行动助推“环境绿”；打造

了以大沥革命历史展示馆为圆心、大镇

乡情馆、铁村红色驿站、凤池廉洁教育馆

等多平台组成的基层党性教育矩阵，形

成10分钟党群服务圈，使得联系服务群

众的阵地得以不断向基层延伸。

“但我们还是要不断在具体实践中

大胆进行探索创新。”何春云表示，镇、社

区、经济社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凝心聚

力完成改革任务，动员全民参与，全面激

发基层社会活力。

统筹策划/珠江时报记者赵艳丽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晴雯通讯员梁启锋

拓宽“共治理”渠道 激发干部干事效能

借力三级党建网格
打造“懂治理”的队伍

■大圩社区御水岸小区居民议事厅。

■太平社区党员干部参与“四小园”建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