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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关注基层民主协商R

（上接第一版）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珠峰脚下，定日县扎西宗乡扎西宗

村 80 多户村民，自然条件受限，日子一

度不太宽裕。

2017 年，上海援藏产业项目“珠峰

小镇”选址扎西宗村。“小镇建设运营，不

仅吸纳当地村民就业，还能带动创业。”

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发改委副主任沈

耀庭说。

伴 随 项 目 建 设 ，村 里 近 几 年 来 了

180 多 名 务 工 者 。 扎 西 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桑 布 组 织 大 伙 儿 结 对 认 亲 ，各 族 群

众 相 帮 互 助 ，“ 大 家 有 活 一 起 干 ，有 生

意一起做。”

团结固则百业兴。“4 年多来，村里

开起超市、旅馆和餐厅 10 多家，珠峰小

镇吸纳 40 多名村民就业，带动户均年增

收 6000 多元。”桑布说，“小镇 8 月中旬正

式营业，人气会更旺、生意会更火。”

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

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雪域高原正不断舒

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动人画卷。

在 全 国 海 拔 最 高 的 县—— 那 曲 市

双 湖 县 ，民 族 团 结 的 故 事 广 为 流 传 。

2017 年 8 月 23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援藏医疗队实施了世界首例 5000
米海拔急诊剖宫产手术，母子平安。孩

子的父母巴桑和曲德随即为孩子取名

霍党生。次日，因胎儿被脐带绕颈，产

妇桑吉卓玛也接受了医疗队的紧急剖

宫产手术，并为女婴取名霍油生。

自从 1994 年开始援建、2002 年对口

支援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

后选派 14 任援藏干部奔赴双湖，累计投

入 4.5 亿元，落地项目 103 个。

1994 年至 2020 年，对口援藏省市、

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 9 批共支援

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 6330 个，总投资

527 亿元，并选派 9682 名优秀干部援藏。

和平解放 70 年来，西藏人民深深感

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深深感受

到西藏的前途命运始终同祖国的前途命

运紧紧连在一起。

70 年来，中央政府为西藏制定了许

多好政策，涉及财税金融、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等各个领域。中央财政对西藏转

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在不同时期相继

安排一大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重大工程项目，极大改善了西藏人

民生产生活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 5 年召开深

化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通过中央支

持和各地帮扶，截至 2019 年底，西藏全

区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74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

了绝对贫困问题。”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西藏正努力谱

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民族团结就像阳光和空气

出拉萨，沿 318 国道西行，阅不尽高

原壮阔、峡谷幽深，也采撷了一路“民族

情、一家亲”的佳话。

雅鲁藏布江畔，日喀则市仁布县切

娃乡普纳村是个易地扶贫搬迁新村，59
户村民来自不同民族。

“刚搬来那会儿，大家比较陌生。”

村党支部书记拉巴次仁说，为了让大家

团结起来共谋发展，几经商议，普纳村

将民族团结写入村规民约，每年 6 月召

开民族团结座谈会。“每到藏历新年，大

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品尝美食。”拉

巴次仁说，人心齐、泰山移，砖厂、温室

大棚等项目顺利落地，去年村民人均纯

收入突破万元。

从青海来到普纳村做补胎生意的马

彬林，起初人生地不熟，“村里又是借钱

又是出点子帮我，生意才慢慢走上正轨，

现在我们外来商户定期联合慰问村里孤

寡老人、家庭困难学生。”

走进多民族聚居的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江洛康萨社区，“民族团结就像阳光和

空气”等标语随处可见。“加强宣传教育

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手段。”社区

党支部书记詹勇说，社区成立民族艺术

团，节目编排紧扣民族团结、全面小康等

重大主题，2009 年以来共演出 79 场，观

看人数超 2 万人次。

西藏精心选树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

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20 年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创建条例》正式施行，通过立法保障

民族团结。

据统计，目前，国务院、西藏自治区

表 彰 的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先 进 单 位 共 有

1985 个（次）、先进个人 2846 人（次），拉

萨、日喀则、昌都、阿里先后成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地）。

今年 2 月底，《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区创建规划（2021—2025）》正

式出台，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全区 7 市

（地）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地），80%的县（区）建成自治区级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县）。

紧邻四川成都东三环的和美社区，

是成都首批探索“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

理”的样本社区。登上和美社区首创二

期院落的居民楼顶，小菜园绿意盎然。

只看眼前景象，完全想不到，这里曾

有个困扰社区居民的“养鸡棚”。

楼顶养鸡 影响邻里

事情要从去年夏天说起。

居民老高住在顶层，一天，没通知物

业、没告知社区，突然在楼顶搭起小棚，

养起了下蛋鸡。越养越多，最后竟达到

30 多只。

天气炎热，鸡叫声此起彼伏，气味也

不好闻，左邻右舍备受其扰。社区投诉

里，最多的就数这个楼顶养鸡棚。社区

下决心，要好好劝导老高，拆掉这个养鸡

棚，还居民一个安静的小区环境。

这工作不好做。物业公司经理和保

安 去 敲 门 ，老 高 让 他 们 吃 了 个“ 闭 门

羹”。社区工作人员敲开了门，老高“嘭”

地关了门：“你们走，不关你们的事。”

为了处理好这件事，院落党支部书记

高天义想了很久，决定“制造偶遇”先摸摸

情况。趁着老高接孩子的时候，高天义赶

上去攀谈：“咱俩是本家，你跟我说说，咋

个想到要在楼顶养鸡？能不能拆？”

“我自己养这几十只鸡，下蛋给俩孙

娃吃，安全、放心。鸡粪还可以种菜，绿

色、生态。”老高这次打开了话匣子，“我不

是不知道大家伙儿意见大，可我也有自己

的理由，买房的时候，开发商说楼顶使用

权归我，那我可以在楼顶种菜养鸡。”

高天义回去查了档案，确如老高所

说，购房合同写明老高有楼顶使用权。

居民参与 同心共治

高天义摸清了初步情况后，召集了院

落党支部成员和党员群众组成的“同心

社”，开会讨论，商议对策。老高看似有

理，但鸡棚影响了小区邻里，不能不处理。

同心社从“居民参与、同心共治、共建

共享”得名，由和美社区党委指导成立，整

合了院落党员、居民小组长、业委会、物业

中心、社团组织等治理力量，主要发挥收

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组织开展活

动的作用，共同参与院落治理。首创二期

是首个成立同心社的院落。

“这件事情上，该拆就得拆。”讨论很

热烈，参与的院落党支部委员、党小组

长、居民小组长、社团队长意见一致。

“工作方法要得当。”高天义说，“都

是邻居，不能态度强硬。我提议还是想

办法，让同心社成员轮流去做工作，争取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高天义的提议，得

到大家的认可。

“我去做老高老伴的工作，她是社区

健身操队队长。”院落文体协会会长朱新

蓉想起来，她曾帮忙协调过健身操和太

极拳两个团队的场地问题，可能和老高

老伴说得上话。

妥善解决 社区共建

“同心社把院落的‘能人’都吸纳了

进来，很多棘手的社区难事，通过大家不

断协商、想办法，得到了妥善处理。”高天

义有了同心社的帮助，解决起鸡棚问题

来轻松多了。他安排了 3 支队伍，一支由

朱新蓉带队，去做老高老伴的工作；一支

由他带队，找老高讲法律说道理；还有一

支负责跟老高在外地的女儿电话沟通，

从侧面入手做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几天下来，老高夫妇

终于同意拆除鸡棚，但同时提出：“女儿

在外地工作，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请社

区帮忙拆掉鸡棚。”

高天义一口答应：“我组织志愿者处

理。”第二天，同心社的志愿者来到楼顶，

帮助老高拆除了鸡棚。事情解决后，老

高在原地种了花草，楼顶再也没有噪声，

而是多了一丛丛绿意。

“这次鸡棚问题能较好解决，院落同

心社功不可没。”和美社区党委书记罗熠

说，和美社区户籍人口加流动人口接近 8
万人 2 万户，还有千余家商家和企事业单

位，又紧邻铁路客流最大的东客站，是成

都市人口密度和流动性最大的区域之一，

工作千头万绪，仅凭 25 个工作人员和 25
个网格员，忙不过来，“同心社把各种力量

整合了起来，发挥了共建社区的作用。”

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居民

们的各项需求也得到了响应和解决，比

如首创二期院落主动创造条件，为居民

腾出了多个文体活动场所；回应居民对

绿化的要求，引进各种绿植；举办了院落

运动会、便民服务进小区、和美集市等活

动，先后吸引群众参与达 3.3 万多人次，

有效促进了邻里融合、小区和谐。

目前，社区、物业和同心社、居民的

良性互动正在形成。罗熠介绍，社区正

在其他院落推广同心社的经验做法，“和

美社区大家共建，幸福家园其乐融融”。

同 心 合 力 调 解 记
本报记者 王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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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更智慧的治理——智能发送电力能源指数预警，智能判断违法违规

经营，智能抓取违法船舶、车辆超载信息等。历经 2018 年的 1.0 版、2019 年的

2.0 版，系统去年进化到 3.0 版，拥有更强的智能比对和系统推算能力。

“这一智慧管理系统集成区块链、5G 等最新技术，城市运行体征由原来的

43 项拓展到 100 项，形成 57 个应用场景，数据资源、治理要素得以全息全景呈

现，能够更智能、更精细地感知这 1200 多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信息。”浦东新区

城运中心负责人说。

小事不出村居 提升基层能力

居村委会是社会治理的第一道门。开居住证、办社保等业务往往分散在

居村委会不同的办公室，有的还要往上级找。老百姓办点事，难免问一大圈、

进不少门、跑多趟腿。

如何更高效解决？走进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家门口”服务站，两名“全岗

通”社工就迎上来，不论是党群、就业、居住、救助，还是其他社区业务，一开口，

统统当场办。“我们的社工就像全科医生，绝大多数问题都能一站式解决，居民

再也不用四处跑了。”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说。

“不仅能办事，服务也更贴心。”长岛路居民区老人陆凤珠喜笑颜开，“服务

站现在还有健康小屋，看个小病也不用跑大医院排队。”

这是浦东新区推广“家门口”服务体系的一个写照。去年，浦东所有居村

委会都建立起“家门口”服务。一方面，居村干部下楼办公、共享工位，腾出大

量空间，提供医疗卫生、文化活动、议事协商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各类业务

集成到前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这一服务体系究竟为基层治理带来

哪些转变呢？

麻烦事，省心办。郑先生家住金桥新村长岛小区，以前办医保得到几公里

外的街道受理中心，因残障行动不便，跑一趟要几十分钟。若是不懂办事流

程、忘带材料，还得辛苦好几趟。“现在小区就能办，全部不到 10 分钟，太方便

了！”他笑着说。

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委书记倪倩介绍，“家门口”服务站（中心）已遍布全

区 1308 个居村委会。此外，还建成 1343 个居村联勤联动站，把公安、城管、市

场监管等一线力量下沉到小区，使居民办事更省心。国家统计局浦东调查队

的一项调查显示，满分 10 分，“家门口”服务群众满意度高达 9.41 分。

远程事，网上办。一天晚上，一名年轻妈妈焦急地找到陆家嘴街道东园一

村“家门口”服务站：“孩子生病要去医院，可就医记录册用完了，这里能换吗？”

在值班社工帮助下，她用“一网通办”24 小时自助服务终端，不到 3 分钟就拿到

新的就医记录册。

为实现“让群众只跑一次”，浦东新区给所有“家门口”服务站（中心）配备

了高拍仪、读卡器、扫描枪、打印机、摄像头等“五件套”智能设备。“有了‘五件

套’，118 项社区服务可以远程办，在便民、防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浦东

新区民政局副局长徐红说。

繁琐事，精简办。基层干部负担最重的工作是填报各种表格、台账。“家门

口”服务实现数字化转型，操作系统有模糊搜索、语义分析等新技术，免去了重

复填表格、手动记标签、大量写文字的繁琐。“居民姓名、地址、身份证等信息，

现在可多事项共享，不用重复填。”周浦镇沈西村村干部王燕说，以前她得登录

10 多个区级系统，同样内容得填十几次，现在录入一次就行。

“2020 年研发的‘家门口’智能化工作平台，把原先的 178 张电子表单精简

为 45 项常态任务，填报量减少 80%。”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委副书记朱敏说，

这极大节省了基层干部精力，可以更好地为民办实事。

服务近在身边 塑造品质生活

“走过烂泥渡路，行人没有好衣裤”，上海浦东展览馆里，一张 1996 年摄的

浦东烂泥渡路的照片，弄堂之破旧刺人眼目；照片下面，则是 2016 年的陆家嘴

绿地中心，但见水清岸绿，湖中倒映着东方明珠塔的倩影。若不是照片的背景

相同，你很难相信这竟是同一个地方。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浦东始终坚持

“财力有一分增长、民生就有一分改善”，从阡陌农田、工业锈带，到今天宜居宜

业的现代新城，浦东的发展红利，融进了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7 月 8 日，浦东美术馆开馆，迅即成为新的文化地标。“开馆 20 多天，客流

量每天保持 3500 人的满员状态。”陆家嘴集团总经理徐而进说。这块黄浦江

边位置极佳的商业用地，正位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小陆家嘴核心区。

拿出“黄金宝地”的，不只是陆家嘴。新开的上海天文馆，既能听星空音乐

会，又能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走进世博园，占地 2 平方公里的世博文化

公园正抓紧施工，这是上海城区最大的沿江公园。

科思创中国区总裁雷焕丽兴奋地说，“过去很多人只把这里当工作打拼

地，随着各类配套设施日益齐全，浦东正成为富有生活气息、充满活力、宜居宜

业的地方。”据统计，2018 年以来，浦东 522 个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缺配项全面消

除，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增加。截至去年，已建成养老机构 1656 个、体育

场馆 4438 个、文化场馆 1418 个。

既有发展大手笔，也有民生小事情。中午 11 点，长岛路居民区“家门口”

服务站饭堂菜香扑鼻，干煎带鱼、红烧豆腐等 10 多样菜式惹人眼馋，5 张餐桌

坐得满满当当。“每天换花样，10 块钱就吃好。”居民马国宏说，不光社区老人

爱来，小区居民乃至附近上班族也常来，“几步路就吃上实惠饭。”

以家为中心，步行或骑行 15分钟，小孩上学、老人养老、体育健身、买菜购物

等生活服务统统搞定，这便是浦东新区于 2020年底全面完成的“15分钟服务圈”。

“这些民生小事情看上去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一个城市对普通居民

的友好程度，反映了城市的‘里子’和温度，反映了城市管理、为民服务的用心

程度、精细程度。”浦东新区主要负责人表示，浦东要在更高起点上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不仅要做好改革开放大文章，也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做好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样有感受度、温暖度的民生事，使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开创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局面。

阿蓬江流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罾潭村。暑假期间，回乡参加“酉阳，我们的美好生活”志愿活动的大学生们

每天自发与护河护渔人员一起，监测阿蓬江水质、护渔巡河、清理垃圾，用实际行动美化家乡环境，共护绿水青山。

图为 8 月 11 日，在阿蓬江罾潭段，大学生与护河护渔人员一起巡河清漂。

邱洪斌摄（影像中国）

共护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