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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目前建有社区志愿服务
中心 219 家，共有 200 多万志愿
者，基本覆盖全市所有街镇，居
民区覆盖比例超过 80%。志愿者
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

在嘉定区新成路街道，我们
看到“街坊邻里常相敬”的真实
生活。刚一走进新成路街道，工
委书记王建新先送上一本 《新成
街道志愿者通讯录》，正是这本小
册子打造了嘉定志愿服务的大品
牌。通讯录共有179页，包括20个
服务队，200多名志愿者，全部来
自本街道。让人惊讶的是，每个
志 愿 者 都 在 通 讯 录 上 公 布 照 片
外，还列明了居住地址、服务项
目和联系电话。20 个服务队，20
个服务门类，几乎覆盖了日常家
居 所 有 需 求 ， 有 医 疗 类 、 文 艺
类、绿化类等。据介绍，2012 年
以来，新成路街道以编撰、发行
志愿者通讯录为载体，实现全天
候、点单式的“邻里守望”志愿
服务，有力推进了志愿服务制度
化和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走 访 新 成 街 道 正 是 个 工 作

日，我们幸运地碰到了杜銧绿化
服务团队的杜銧和连成戏曲创作
团队的薄连成。杜銧老人已经 78
岁 了 ， 志 愿 担 任 绿 化 团 队 志 愿
者，他除了帮助社区的绿化出谋
划策外，还帮助社区居民养花。
杜銧介绍，他自从在志愿者通讯
录上公布电话后，他每个月都会
接到十几个电话，请杜老上门指
导种花，有的居民家里绿植养不
好，就把自家的花花草草直接搬
到杜銧家，请杜老帮忙养好再取
回。杜銧的名气大了，现在还经
常搭公交车上门指导社区以外的
居民养花。戏曲志愿者薄连城退
休前是电台的文艺编辑，坚持到
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深有感触地
说：“以前我是写志愿者、唱志愿
者、演志愿者，现在我是做志愿
者，成为其中一员，我感到很快
乐。老人们盼着我们每星期五去
唱戏，我们爱好拉拉唱唱的也需
要舞台、需要观众，大家是各取
所需，何乐而不为呢！”志愿者通
讯录为社区邻里守望活动打造了
一个互助的平台，在得到广大居
民认同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志
愿者的自身价值。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表示，要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大力发展志愿服务事
业，使更多市民参与到志愿服务
中，把上海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
好。

上海志愿服务事业在雷锋精
神的薪火相传中孕育而生，在现
代文明理念的涵育滋养中蓬勃发
展，也在顺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渐成体
系，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创造了
助人自助的新形式，倡导了快乐
服务的新生活，激发了社团组织
的新活力，培育了社会治理的新
力 量 ，探 索 了 公 民 教 育 的 新 途
径。目前，上海市实名注册志愿
者已达 212万人，志愿服务组织达
1.53万个，市志愿者协会直属总队
94 支，建成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219

个，市级志愿者服务基地 102 家，
形成了 20类共五万多个志愿服务
项目。志愿者广泛参与低碳环
保、精神关怀、为老敬老、扶危济
困、应急救援、科学普及等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在价值引领、道德示
范、公益服务、关爱帮助、互助合
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张
名片、一道风景。

上海市正以“完善 100家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民生服务功能”列入
2016年市政府实事项目为契机，大
力推进志愿服务供给侧改革，通过
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破
解供需错配，实现志愿服务资源要
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和高效配
置。通过优化数据建库、登记注册、
时间记录、查询认证等功能，使志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获取相关信息更

加便捷；通过完善供需对接、资源整
合、项目孵化、团队培育、能力建设
等功能，使老百姓就近就便享受到
更优质的民生服务；通过完善指导
监督、激励保障、文化建设等功能，
弘扬志愿服务文化，使志愿者、支持
方、服务对象等不同群体都有更强
的获得感。

志愿服务具有推动民生改善
和促进自我完善的双重功能，因此
文明素质、改善民生与志愿者最大
的关联在于，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
服务，不仅能促进民生改善，而且能
实现自我素养的提升。当前，上海
精神文明建设已经从注重硬件建
设和环境建设，迈入了更加注重提
升人的文明素养和思想境界的新
阶段。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上海市文明办主任)

截至 2015 年底，上海已经成
为拥有 2425 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
城市。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
理”。2014年，上海将“创新社会
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市委

“一号课题”。2015年 10月，十八
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
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针对基层建设和社会治理中
突出短板和瓶颈问题，上海市委
市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经过3至5
年努力，基本形成党的领导坚强
有力、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发挥、
社会各方有序参与，政府致力和
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

高改革创新、服务管理、统筹协
调、组织共治、引导自治、依法
治理等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使基
层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
又井然有序，形成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安
定有序、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群众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
活力之源。上海高度重视基层民
主发展，不断扩大群众参与，取
得了一定成效，有些经验做法在
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比
如，率先开展居委会直接选举试
点工作，保障群众的基层民主权
利；比如，建立健全“居民区三
会”制度，包括听证会、协调会、
评议会，规范居民参与的途径和
制度；比如，试点设立“自治
金”，融通社会资源投入社区治理。

概括讲，上海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的指导思想，重在
“四个牢牢把握”：牢牢把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
本方向；牢牢把握“社会治理核
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
在体制创新”的基本要求；牢牢
把握“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基本方
式，牢牢把握“一切从基层实际
出发、一切从群众需求出发、一
切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价
值取向。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
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
作，上海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需求导向，持续不断抓推
进、补短板、破难题，努力探索
符合上海特大城市和规律的社会
治理新路。

（作者为上海市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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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丕屹

志愿者筑起文明风景
潘 敏

群众自治是活力之源
朱勤皓

黄浦区老年人正在进行跳舞活动黄浦区老年人正在进行跳舞活动黄浦区老年人正在进行跳舞活动

上海作家金宇澄在代表作《繁花》一开篇就传递出上海的味道——“阁楼、

老虎窗、霓虹灯光、拥挤空间里的莺声燕语……”洋气的花园社区和狭小的弄堂

住宅容纳了上海2400多万常住人口。怎样让基层社会更加和谐？

2014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当年的“一号课题”，

要扎扎实实“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更有满足感。2015年，“一号课题”的重要

成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2016年，

我们来到上海，在浦江两岸的街头巷尾见证了上海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奉献在

社区、活跃在社区的基层干部和志愿者讲述了一段又一段佳话。

事必躬亲的“小巷总理”

在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上海基层实行多年的街道招商引资职
能和相应的考核指标奖励全面取消，
基层干部现在只要一门心思给老百姓
打工就好。“为民做好事、为民做实
事”让基层干部工作起来更有底气和
干劲。

彭浦新村位于繁华的静安区，是
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大
户型 40 多平方米，小户型只有 20 多
平方米。小区内充满违章建筑，卫生
环境很差。就在半年前，居委会干部
看到居民还是想着法子绕道“躲着
走”，害怕被居民指责脱不了身；而
如今，他们与居民相遇，双方都会
主动迎上前笑着打招呼、聊家常。

“美丽家园”建设让街道办事处主任
任伟赞不绝口。他说，在拆除违章
建筑时，街道先行示范，带头自拆
13 处违建门店，百人拆违队严格按
标准、按秩序持续拆违。整个街道
已经完成 53 个小区拆违任务，累计
封 拆 门 窗 7477 处 ， 拆 除 雨 棚 2132
个，户外水槽 828个。任伟每天在社
区转转，亲自指挥拆违队，看着社
区变得更美。任伟介绍，小区拓宽
了生命通道，安装门禁道闸，整修
防盗门，补种绿化，修建垃圾房。

居民眼见环境变美丽了，心情也舒
畅了，见到居委会和街道干部也不
再牢骚满腹了。

在上海，能够出入“会所”的绝
对是非白领即精英，但杨浦区延吉街
道，专门打造了“百姓会所”。延吉
街道开办的四个睦邻中心被辖区居民
亲切地称为“百姓会所”，一年可以
吸引 20 多万人次。延吉街道工委书
记邱红介绍，延吉新村街道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居住区，面积仅
2.04平方公里，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
37％。居民区的阿婆大爷感到缺乏活
动场所和交流空间，他们常常怀念以
前在石库门弄堂里的生活，开门都是
邻居、熟人。老年人希望能够有一个
地方，让大家聚在一起，看看电影，
唱唱跳跳，哪怕聊聊家常也好。于
是，2010年，街道在延吉四村腾出了
1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建成了第一睦
邻中心，内有居委会、用餐中心、党
员服务中心、星空剧院、亲子园、馨
香书苑、艺趣园、信息苑等。从2010
年到 2013 年，第二、第三、第四睦
邻中心相继建成并对居民开放。17个
居民区还组建了 186 支志愿者队伍，
为老年人服务、为社区平安建设和文
化生活服务。

在弄堂里走访，我们见了多位
“小巷总理”，“小巷总理”一般是
指上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他们讲
了上海街坊四邻和睦相处的小故
事，虽然都是些小事，但为居民的
友好相处起到了大作用。

宝山区宝林二村是典型老公房
小区，房主大多是附近企业的退休
职工。党总支书记王立芳带我们走
进小区时，遛弯的老人不时迎上来
与她打招呼“侬好！”王立芳在社
区里格外受到老人的爱戴，宝林二
村特意为老年居民开设了“夕阳红
活动中心”，举办唱歌、跳舞、棋
牌、剪纸、书法等各种业余活动，
让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王立芳介绍，“妇女之家”是
宝林二村社区活动的特色。宝林二
村有 30多位“外来媳妇”，她们从
外地嫁给了上海丈夫，但来到上海
后，由于学历低等原因，一直难以
找到合适工作。她们便会到“妇女
之家”坐坐、聊聊。社区已经帮助
37位“外来媳妇”介绍了工作，请
她们首先放低心态，从最普通的超
市、餐厅工作做起，慢慢融入新生
活 。 一 位 来 自 安 徽 的 “ 外 来 媳
妇”，一直在家附近的服装店卖了

十几年的货，近几年，她自己也开
起了服装店，收入并不比上海人
低，甚至还开玩笑说：“我比上海
人还混得开呢。”

在普陀区，有一种“怒江模
式”正在被复制。“怒江模式”是
什么？怒江路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毛萍芬娓娓道来。老公房加装电
梯一直是居民区的难题，但“怒江
模式”把难题破解了。老楼房加装
电梯需要整个楼栋居民集体协商，
楼栋 12 户居民组成了最小的“自
治体”。怒江苑 7 号楼的居民协商
会议，不讲究地点，不拘泥形式，
30 多次协商会议都在居民家中举
行。面对面沟通就是不一样，从
101 室到 602 室，所有 12 户业主都
签了名表示同意。那“份子钱”怎
么摊？居民经过测算，电梯成本、
土建、安装以及楼道装修费用共需
64万，拿到各种补贴之后，业主需
要自筹资金 40 万元。充分的协商
仍然是关键，业主们就建造以及后
续使用、维修费用分摊开了四五次
协商会议，商定了最终方案：一楼
住户不出钱，二楼每户出 1 万多
元，楼层越高出钱越多，最高的六
楼每户承担11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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