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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塘咀

村党群活动中心里传来熟悉的饭菜

香，村里 30多位老人陆续来到设在这

里的“幸福食堂”吃饭。

“这食堂办起来可不容易啊！”来

吃饭的村老年协会会长姚来贵说。

去年春节时，老年协会走家串户时了

解到，许多空巢老人都盼望有个食

堂。但把诉求提给村委会时，村委会

犯了难，靠村集体财力办食堂“办不

起”，几次讨论，都是不了了之。今年

搭上全省试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春风，建设食堂

才重新提上日程。

村集体和村民多次开会商讨，

决定由村委会拿出几间房做厨房和

餐厅，向民政部门争取 10 万元，用

于硬件改造。一顿饭成本价大约一

人十几元，部分老人提出太贵了，村

集体又决定每年补贴 4 万元，老龄

协会发动本村在外经商的能人捐资

成立“乡贤基金”，每年由基金捐款 4
万元，这才把用餐价格降了下来。

今年 9 月，湖北全省启动“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工

作 ，要 求 每 个 县 、市 、区 确 定 5—10
个城乡社区或农村自然湾、城市居

民小区作为试点，发动群众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

成 果 共 享 ，共 同 参 与 基 层 社 会 治

理。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要以

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实事小

事为切入点，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依靠群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一起出点子
有事大家议

“让我把家门口的棚子拆了，可

是我的收割机、播种机放在哪？”“对

呀！不能只讲好看，不讲实用！”看

着村里正在建设的农机具集中停放

点，襄阳市南漳县赵家营村党支部

书记杨传平耳畔仿佛还回响着 8 月

份 村 民 们 七 嘴 八 舌 的 议 论 声 。

“最后，村民们一起出点子、想办法，

还真解决了农机具乱停乱放这个老

大难问题。”杨传平说。

赵家营村是个农民安置小区，

搬进整齐漂亮的新楼房之后，村民

的拖拉机、插秧机、三轮车等农机具

摆在哪儿就成了问题。一些村民在

自家门前搭了棚子，村里认为这些

私 搭 乱 建 影 响 村 容 村 貌 ，需 要 拆

除。说拆就拆？没那么容易。8 月

中旬，村委会将村民们请到议事厅，

让大伙一起想办法。

“要不建一个集中停放点吧，这

样大家使用、停放都方便。”有村民

建议道，大家纷纷说好。

修停放点，钱从哪来呢？一名村

民带头说：“要是修停放点，我愿意捐

点钱！”大伙纷纷点头。议定之后，村

委会便向村民发出一份倡议书，号召

村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很快，乡

贤能人沈朝易捐款 1 万元，村民丁见

才将家里沙堆、水泥捐赠出来；建设

场地上，搬砖的、拉土的、和水泥的

……村民们自发前来帮忙。一个可

以容纳 150个车位的农机具集中停放

点很快进入收尾阶段。

群众的身边事，得让群众商量

着 办 ，否 则 就 成 了“ 干 部 干 ，群 众

看 ”。 社 区 、村 委 会 不 定 期 举 行 的

“居民议事会”“屋场会”“院子会”

等，成了与群众共商身边事的好抓

手，网上微信群、各种小程序等新技

术手段，让群众线上会商事务、线上

投票表决更加快捷方便。

近年来，城市周边休闲短途游比

较火爆。荆州市江陵县玉古村村委

会年初召集村民开会，提出由村集体

和村民共同集资，将村里闲置的房屋

改建成共享农庄。集资不搞“摊派”，

全凭自愿。近 50 户村民共入股 100
余万元，村集体以土地、房屋等资产

作价入股，农庄很快建起来了。

9 月 开 业 后 ，农 庄 生 意 十 分 火

爆。“过去不看好农庄前景的村民态

度也变了，隔三岔五来找我，都想早

点投资当‘股东’。农庄方方面面都

得到了村民支持，厨师由村民共评，

菜单由村民海选，食材由村民提供，

每 个 村 民 都 成 了 农 庄 的 义 务 宣 传

员。”玉古村党支部书记刘利明说。

资源居民共享
社区居民共管

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华锦

社区的多功能运动场里，太极队的老

人们拳法自然舒展，轻缓的音乐让人

心情沉静。“这里原本是一处老旧失

修的网球场，今年社区维修翻新球场

前，通过‘邻里议事厅’请居民一起提

建议。工作忙来不了现场的就在线

上提意见、建议。有人想依旧做网球

场，有人想改成篮球场、羽毛球场，舞

蹈队、太极队也想用，充分讨论后，大

家商定，这里改成多功能运动场，由

大家轮流使用。”华锦社区党委书记

周林说。在运动场大门上，挂着醒目

的大牌子，“排班表”一目了然。

“ 既 然 大 家 共 享 ，就 要 大 家 共

管。我们的规矩是，谁使用，谁负责

管理，包括按时开门关门，避免噪声

扰民，走时清理垃圾等。”周林说。

“ 社 区 大 事 小 事 ，都 请 居 民 参

与，所以我们的主人翁意识很强。”

社区居民钟立为说。钟立为爱打乒

乓 球 ，是 社 区 露 天 乒 乓 球 台 的 常

客。空旷的场地上，乒乓球落地往

往一蹦老远，捡球不方便。他和一

些热心居民便自发捐款建了一些铁

丝挡板。他发现挡板后杂草丛生十

分可惜，又和居民一起把它建成一

片小花坛。现在，花坛里草坪修剪

得整整齐齐，几个废旧轮胎被小朋

友们的巧手绘制得鲜艳有趣，成了

一处漂亮的小景观。

在许多试点“共同缔造”的小区

和乡村，花草认养、设施共管正成为

新风尚。舞蹈队、太极队、老龄协会

等民间组织也化身为群众参与公共

事务的绿色通道，许多热心群众都成

了社区、村湾的管理者和志愿者。

邻里互帮互助
关系更加和睦

在宜昌枝江市问安镇一家灯具

厂里，袁码头、同心桥两个村的村党

支部书记带着村民代表一起采购路

灯。袁码头、同心桥村分别位于袁

码头老街的东西两侧，曾经，街坊邻

居间磕碰不断。比如，环境卫生检

查时，有村民把垃圾扫到街对面逃

避批评；街道要拆除私搭乱建的遮

阳棚，袁码头村的村民却指着对面

问：“凭啥我们先拆？”

自从袁码头老街周边发展起乡

村旅游，两村再也不能各干各的了。

2018年，同心桥村、袁码头村联合

组建了同心缘乡村振兴党总支。最近，

同心缘党总支组织两村村民一起召开

湾组会，让大伙一起解心结、想办法。

“街两边应该规划风格统一的

遮雨廊道，既美观又实用。”

“整条街上都没路灯，游客怎么

敢来？应该统一安装路灯。”

大家敞开讨论，终于议出了改

造方案、出资比例。“资金上，我们居

民筹一点、村里出一点、向上争取一

点，共同让老街美起来，好日子最终

还是大家共享的嘛。”老党员赵心财

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共同缔造”让邻里互助成为常

态，邻里关系更加和睦。荆州市沙

市区朝阳街道杨林堤路社区是个建

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老旧小区，墙体

破损、楼顶漏水、私搭乱建、停车位

紧张等问题十分突出，邻里之间、楼

上楼下也经常为此闹矛盾。

近几年，随着老旧小区改造步

伐的推进，这个老小区的许多“老大

难”问题得到了解决。按照“共同缔

造”的理念，修哪里改哪里，都让居

民民主议事后再决定，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越来越高。因为缺乏物业

服务，有的居民便主动担任楼栋管

家 ，负 责 打 扫 楼 道 卫 生 ，为 邻 居 服

务。74 岁的居民赵书珍当上楼栋管

家之后，了解到有位 60 多岁的独居

老人，中风后几乎瘫痪在床，无人照

料 。 她 便 每 天 自 发 给 这 位 邻 居 送

饭。“反正自己也要做饭的，多加把

米、加点菜的事儿！”赵书珍说。“现

在，我们社区这种邻里互帮互助的

暖心事特别多，社区居民就像一家

人！”社区党委书记陈红艳说。

目前，湖北全省已确定“共同缔

造”试点 1037 个，各地通过入户走

访、调查问卷、“村湾夜话”、“七点半

议 事 厅 ”等 形 式 ，充 分 调 动 群 众 出

资、出力、出点子，汇聚最大治理合

力。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逐渐成形。

湖北发动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房前屋后事 大家商量办
本报记者 田豆豆

“被拖欠的工资要回后，现在感

觉干活有劲得很！”浙江省诸暨市

一名普通保洁员王萍，近日刚经历

了一次特殊纠纷——

诸暨市牛皋社区将环境卫生、

垃圾分类清运工作承包给一家保洁

公司负责，保洁公司聘请了王萍等

13 名社区居民工作。合同履行中，

公司认为保洁员工作不达标，不愿

结清最后两个月的 6 万余元工资；

保洁员向社区申诉，社区便扣下了

应支付给保洁公司的承包费及履约

保证金共 7 万余元。三方形成了一

个连环结，问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

决。当地检察机关介入后，组织了

一场调解，邀请辖区省、市两名人大

代表参与，调解员从该案事实、法律

关系、合同签订漏洞等方面进行耐

心说理，最终三方签订和解协议，保

洁公司支付了剩余的全部工资，社

区也将扣留款项退回。

“近年来，从事后勤保洁工作的

老年劳动者越来越多，相关纠纷也

日益增加。如何保护他们的权益，

各部门联手解决最有效。”杭州律师

协会副会长黄伟源说。

随着老龄化社会日益临近，老

年劳动者越来越多，怎么为他们的

劳动权益保驾护航？诸暨发挥检察

机关民事检察支持起诉的职能优

势，将老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的案件纳入重点

监督范围，检察机关与人社局共同

建立追索劳动报酬协作配合工作机

制，针对老年劳动者，对人社局劳动

仲裁不予受理案、司法局未能达成调解的劳动报酬纠纷

案、矛盾调解中心讨薪类信访登记数据等重点筛选，联系

当事人，询问是否有起诉意愿、是否申请法律援助，依法

支持起诉。

目前第一批调取 2021 年以来相关部门不予受理的

劳动仲裁案件中，就发现 16 起涉老年劳动者案件。

当地一家化妆品公司法人因犯罪被抓，名下资产均

被追缴或没收。公司从事清洁、门卫等工作的 27 名老年

劳动者无法拿到劳动报酬，共计 20 余万元。检察机关引

导他们申请民事支持起诉，根据相关案件判决及有关规

定，27 人的劳动报酬可以优先从案件追缴款项及相应财

产中支付。考虑到执行追缴财产拍卖程序复杂、周期长，

还有可能赢了诉讼，却依然无法及时拿到劳动报酬，最终

由检察机关向诸暨市委政法委提交诉前综合协调请示报

告，以诉前综合协调的方式优先支付其劳动报酬，由公安

机关先行垫付 20 余万元劳动报酬款项，让 27 名老年劳动

者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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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湖北全省启
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试点工
作，以改善群众身边、
房前屋后的实事小事
为切入点，充分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依靠群
众，汇聚最大治理合力，
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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