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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古典

风雅的墙面装饰、淡淡的中药清

香……11月8日，桂城社卫中心

开展“五载芳华 健康相伴”健康

文化探营活动，市民探营团先后

走进桂城社卫中心中医馆、夏北

社区卫生服务站同德分站、大德

社区卫生服务站，近距离体验家

门口的医疗服务。

中医药特色服务获点赞
走进桂城社卫中心二楼的中

医馆，探营团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参观了中医药文化宣传展示

区、中医诊室、中药房等场室。在

理疗室，不少居民正在理疗床上

接受针灸、艾灸等治疗。

今年8月，位于桂城社卫中

心的中医馆投入使用。中医馆面

积488平方米，设置中医诊室4
间、康复治疗室2间、中药房及候

诊区，配有电子炙治疗仪、牵引

床、中药熏蒸机等多台中医及现

代康复设备，主要提供针灸、艾

灸、拔罐、刮痧、耳穴、穴位贴敷、

放血疗法、中药熏蒸等6类14项
中医适宜技术服务。

“原来柴胡也有这么多种类”

“人的体质还分这么多种类”……

在大德社区卫生服务站，各类中

药材和中医科普知识小册子吸引

了探营团成员驻足观看。大德社

区卫生服务站站长罗兴介绍，大

德社卫站作为中医药健康社区示

范站点，提供中医特色医疗服务，

并引进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

长、广东省名中医魏成功团队，在

站内设置名医工作室，隔周的周

三上午，魏成功会带着他的团队

前来坐诊，为周边群众看病诊

疗。“我之前几次想挂魏医生的号

都不成功，他来这边坐诊，居民看

诊就方便多了。”市民刘女士说。

得益于“名医工作室”的进驻，

大德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诊疗和服

务水平逐步提升，门诊量明显增

长。通过带教形式，名医团队把先

进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传授给社卫站的医务人员，助其不

断提高诊疗水平，让社区居民就近

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专业诊疗就在家门口
探营团还走进夏北社区卫生

服务站同德分站，站内设有登记

区、医生诊室、理疗区等区域。“这

里‘麻雀虽小’，但基本基础医疗

服务都齐备。”同德分站医生蓝家

园说，分站还为周边居民提供测

量血压、抽血检查、心电图检查等

服务，今年还新增了雾化项目，未

来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配备更

多设备和医疗项目。

作为桂城社卫中心第一个医

疗机构延伸点，同德分站在2019
年8月揭牌运营，是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幸福院结合、社区医养模式

的新探索，让老年人参与社区活

动的同时，及时了解自身身体状

况，享受健康生活。而类似的服

务延伸站点，桂城目前有5个，“这

些服务对来这里检查和康复的市

民都很便利，而且桂城还有很多

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真

好！”探营团成员、桂一社区居民

李杏芳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了

全新的认识。

如今，桂城社卫中心设有卫

生服务站22个（含3个门诊部）、

预防保健站2个，为居民提供14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

服务。一个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构

建起桂城居民的“15分钟医疗服

务圈”，让居民“小病不出社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

的公共卫生服务。

织密公卫服务网络
2018年8月，桂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成立。5年来，始终将群

众的健康放在首位，致力于为社

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

务，不断完善 15分钟医疗服务

圈，加强站点基础设施和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服务理念，优化服务

模式。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

市民走近社卫、了解社卫，让更多

市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桂城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叶

彩莲说，中心将以本次活动为契

机，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

推进各项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

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

当前，桂城正积极构建健康

服务工作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桂雅、三山两个分中心建设项

目正加速推进，不断织密公共卫

生医疗服务网络。

接下来，桂城社卫中心将朝

着构建“一体两翼三支撑”医养新

格局，打造科学育儿新摇篮，构建

社卫-医院健康服务新网络，实现

智慧医防新融合全覆盖，打造集

医、研、学于一体的全科医学教育

实践基地等五大愿景努力，为市

民提供更优质、更多元的健康服

务。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梁棋清 通讯员叶韫

桂城社卫中心开展健康文化探营活动

“家门口”看病 市民点赞方便又舒心

“创熟”同路人多了 小区矛盾纠纷少了
桂城组建“创熟”调解专业队伍，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在桂城桂二社区牡丹村小
区，车辆凭着不同颜色的停车牌
有序进出，一改以往僵尸车辆占
用、外来车辆无序停放、管理缺
位等现象，“停车难”问题逐渐得
到解决。这是社区党委、“创熟”
团队和创熟骨干联手跟进和调
解取得的成效。

面对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复杂化，今年，桂城街道计划组
建首批不少于200人的“创熟”
调解专业队伍，现已链接南海区
诉前和解中心资源，致力于储备
一批有能力、懂方法、出效果的
诉前调解中坚力量。目前，桂城
通过楼长、街长、巷长等“创熟”
同路人的温情和努力，解决邻里
之间的大小难题，及时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叠南市场小区是叠二社区辖

区范围内众多老旧小区之一。

2015年，在叠二社区党委引领

下，小区居民开展每两月清洗一次

楼梯和每季度清洗一次小区平台

的恒常性家园建设活动，清洗用水

由居民提供。近年来，居民建议小

区设立公用水表、安装公共水龙头

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缺乏公共用

水引起的矛盾纠纷事件越来越多，

小区清洗活动开展越发艰难。

2022年，叠南市场小区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这让居民看

到了曙光。叠南市场小区自治小

组组长梁荣光、楼长代表黄婉云

为小区申请开通公共水表，但又

遇到新的问题。原来，叠南市场

小区虽然组建了楼长志愿服务

队，也成立了自治小组，但小区并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主体，

在没有合适主体的前提下，开通

公共水表的申请无法通过。

面对这种情况，光叔等人并

没有放弃。2023年5月初，梁荣

光、黄婉云等来到叠二社区居委，

商讨解决之道。叠二社区党委书

记梁健豪在了解事情来龙去脉

后，第一时间致电瀚蓝公司相关

负责人，详细讲述了叠南市场小

区的情况。在得知叠南市场小区

楼长志愿服务队是在南海区民政

局完成备案的社会组织团体，并

且一直以来致力于叠南市场小区

创建熟人社区工作后，瀚蓝公司

决定简化申报流程，为叠南市场

小区开通公共区域供水服务。

2023年5月底，叠南市场小区公

共区域水表和水龙头安装完成投

入使用。6月17日，叠南市场开

展了“清凉一夏”趣味捉鱼活动，

使用的便是小区公共区域的水资

源。看到小朋友开心的笑容，光

叔等人觉得这一年来的付出和调

解工作都是值得的。

对此，叠二社区“创熟”同路

人总结出调解“三步走法”，对三

个核心点进行梳理，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第一是调查了解案例背

景，确认矛盾纠纷的涉及方，以及

在纠纷过程中各方实际的诉求；第

二是提炼各方诉求的共同利益点

和分歧点，以共同利益点入手寻求

解决方案，以联席会议、议事会等

大家愿意接受的沟通方式尽量消

除各方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误解，

减少各方的分歧点，最终达成共

识；第三是多元主体参与，发挥各

自主体的优势，形成合力，共同解

决矛盾纠纷内含的深层次问题。

叠南市场小区正是运用调解

“三步走法”，从出现小区矛盾纠

纷，到议事决事，再到连接资源、多

元主体合力破解难题，一个看上去

不可能破解的困局，在多方合力

下，最终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化解。

接下来，桂城党群服务中心

将通过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定

期考核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工作

室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调

解员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调解业务

素养，不断提升基层人民调解矛

盾工作质效。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王小姬

同德社区位于南海区金

融高新区千灯湖板块，辖区面

积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1.4万

人，非户籍人口1.4万人，居

住人口多元，人口密度大，居民

需求多样和对辖区归属感、认

同感较为薄弱，这对社区综合

治理服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因此，同德社区以住宅小

区为单位，联动小区居民党组

织、街坊志愿互助会、楼长志愿

服务队、社团组织、物业服务企

业等多方主体，在桂城司法所

的指导下，组建了同德社区“和

事佬”居民调解工作室。

目前，调解工作室成员由

15位不同年龄层、不同专业、

不同职业的热心居民组成，有

从事物业服务、建筑工程、心理

咨询、法律、教育等方面工作的

成员，遇到矛盾冲突时，他们有

丰富的理论知识及工作经验，

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参与矛盾

化解。

遇到小区高空抛物、宠物

噪音等矛盾事件，“和事佬”梅

妮会主动站出来，作为桂城街

道妇联特约讲师，她擅长处理

家庭及亲子关系，并积极推广

茶文化，主张通过一杯茶来协

调双方矛盾。近日，楼道群里

有一件因为宠物噪音引发的

邻里矛盾，受影响方意见特别

大，在群里发出许多负面信

息。她看到后第一时间向宠

主方了解情况，并建议宠主向

左邻右里派送小礼品，说明家

中情况，一是当赔礼，二来增进

邻里情谊，最后矛盾没有激化，

邻里相互体谅包容。

“用百姓的话、讲百姓的

理、解百姓的忧”，让调解更“接

地气”的同时，也实现矛盾纠纷

“早发现、早预防、早稳控”，“和

事佬”工作室成员成为辖区邻

里关系的“稳压器”。如今，同

德社区不断吸收热心居民加

入“和事佬”队伍，实现人民调

解队伍的多元化建设。

桂二社区牡丹村自政府代管

小区取消停车收费以来，大量外来

车辆涌入导致居民无位可停，小区

停车变成混乱无序。解决小区停

车难题迫在眉睫。

如何突破？桂二社区党委书

记何雄铭用八个字来概述，那就是

提事、议事、确事、主事。按照这样

的逻辑，“创熟”团队在牡丹村全面

推行“楼长制”，在巩固现有楼长队

伍同时，对未有楼长的楼栋加快居

民自荐和推荐进度，经过近一个月

的努力，牡丹村实现楼长全覆盖，

甚至小区内的商铺业主也联合推

出了代表，共同参与小区善治。4
月24日，桂二社区“创熟”团队组

织楼长召开牡丹村小区楼长会议，

楼长纷纷发表解决停车难的意

见。经过多轮提议、表决后，与会

楼长和商铺代表对小区车辆登记

准入的规则基本达成共识，并开始

筹备成立小区自治小组。

自治小组成立后，在桂二社区

“创熟”小组的指导和小区20多名

楼长的协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

力，自治小组完成了业主车辆登

记、管理规则商议，出入证制作等

多项工作。“出入证件用不同的颜

色区分，针对不同的需求，共制作

了5种颜色的出入证。”桂二社区

“创熟”专干邓瑞伦说，虽然方式有

点“老土”，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在《牡丹村出入车辆停放管理

规则》实行初期，有商铺业主反映

该规则影响了商铺晚上正常经营，

经过社区“创熟”团队的协调和自

治小组商议，对规则进行适当调

整，兼顾解决了商铺晚上经营和居

民访客临时车辆的出入问题。同

时，“创熟”团队根据自治小组日常

巡查结果，统计“僵尸”车辆和不符

合登记条件的外来车辆，配合他们

把该类车辆劝离小区，增加小区车

位。

经过努力，目前牡丹村小区停

车难问题已基本得到缓解，但仍未

能满足有多部车辆住户的停车需

求。“创熟”团队和自治小组将会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继续优化方案，

为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缓解小区停车位不足难题 调解够专业 成立“和事佬”工作室

调解有方法 总结调解“三步走法”

■桂二社区牡丹村小区外，车辆有序停放。

■同德“和事佬”参与宿舍噪音问题调解。

■探营团参观桂城社卫中心中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