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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熟人社区熟人社区””温馨便民温馨便民

加装电梯后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雅社区俊雅

花园小区一景。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在方圆84.16公里的土地
上，服务人口超百万。有城市、
农村、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既
有本地居民，也有‘新桂城人’，
还有大量‘新广佛人’……”说
起桂城的特点，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钟强勾勒出一幅“社会百
态图”。

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
化稳步推进，桂城街道“移民城
市”的特征日趋突出，这增加了
当地基层治理的难度,对基层
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
来，桂城街道以党建为引领，以
创建“熟人社区”为手段，不断
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探索
出一条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俊雅花园是桂城街道桂雅
社区最大的小区，有68栋楼、
109条梯，楼龄超过20年，常住
居民超过5000人。随着城市
的发展，小区居民对加装电梯
的呼声日渐增加，尤其对于住
在较高楼层的老年人来说，电
梯成了刚需。

然而，一台电梯的成功安
装往往需要“闯”过业主意愿征
询、复杂的审批流程、建设资金
分配、后期维护保养等重重难
关。就一个小区而言，啃下这
些“硬骨头”绝非易事。

“会不会影响采光？”“是否
影响正常出入？”“会不会产生
噪音？”……加装电梯的提议一
出，异议随之而来。寻求楼栋
内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是俊
雅花园要迈出的第一步。

如何协调、平衡各方利益，
求得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在
此过程中，居民的“熟人”——
通过居民选举产生的楼长是关
键人物。

凭借熟悉居民和社区情况
的优势，楼长向上对接社区资源,
向下团结小区居民，为社区和居
民之间架起了互通桥梁。在楼
长与其他热心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居民的疑虑被逐渐打消。

与此同时，社区党委、小区
物管主动介入，召开数场协商
会，各户业主各展所长，参与主
导设计电梯位置、改造楼道、把
关电梯材质、监督资金流动、合
同签订等每个环节。“硬骨头”
终究被啃下了。

在俊雅花园59栋楼长陈逵
看来，加装电梯不仅是一项民生
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整个
楼道的居民都因为加装电梯这
个项目变得亲近了很多，凝聚力
更强了。”陈逵感叹道。

事实上，俊雅花园小区的
相关实践，正是近年来桂城
街道创建“熟人社区”工作的
缩影。

2017年，桂城街道以创建
“熟人社区”为契机，组建楼长
队伍，并依托小区街坊志愿互
助会，顺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目前，桂城街道已在
149个生活小区推行楼长制，
培育了一支共有2142名楼长
的服务队伍，建立了1400多个
楼道微信群，及时了解居民需
求，回应居民关切。

创建“熟人社区”成为社区
治理的“减压阀”。“我们将居住
在各个楼宇中的党员骨干、热
心居民选为住户依赖的‘熟
人’——楼长，特别是抓住党员
骨干为核心这个基层治理的关
键，就能在一个社区出现问题
时，依靠党组织、党员骨干的力

量去解决，让楼长代表群众参
与社区各项公共事务，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钟
强说。

搭建多方沟通新平台

同德社区桂华丽景小区是
桂城街道典型的无物业老旧小
区，始建于 1994 年，“垃圾围
城”一度让居民苦不堪言。小
区曾经历物业公司经营不善撤
场、成立业委会却自动解散、物
业公司暴力催费等各种问题，
多年来处于治理真空状态。

为破解小区治理难题，
2014年，桂华丽景小区开展创
建“熟人社区”工作，由5位具
有社区权威和奉献精神的居民
组成了桂华丽景小区第一届自
治小组。随后，在此基础上又
成立桂华丽景党支部。

党支部成员及自治小组组
织卫生监督员巡查小区，组建
各类社团，发掘楼长骨干，把小
区的意见领袖转变为楼长；楼
长与楼道居民一起制定本楼道
的《楼道公约》，协调车房产权
纠纷，协调停车位纷争……扎
实开展“创熟”工作以来，自治
成效获认可，小区旧貌换新颜。

桂城街道创建“熟人社区”
工作经过10余年的沉淀积累，
如今，社区党委还积极指导各
社区成立以“熟人”为主力的自

治小组、街坊会成员协商解决
小区事务，让居民切实参与到
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实现了从
政府自上而下单向治理向多元
主体协商共治的转变。

除了自治小组，街坊志愿
互助会也是桂城居民耳熟能详
的团队。互助会帮助推动老旧
小区改造，推进旧楼加装电梯，
提升小区环境卫生，化解邻里
纠纷，加快新市民融合。

为解决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公司3个主体沟通及对立问
题，桂城街道探索成立街坊志
愿互助会。街坊志愿互助会作
为居民自治组织，逐步建立起

“社区党组织统筹—居委会主
导—居民自组织协同—物管参
与”的社区治理体系，健全完善
了可持续的社会协商治理与共
治机制，让“熟人社区”有了持
久的生命力。

由于建立时间较早，翠颐
社区颐景园小区设施逐渐老
化，居民与物业之间矛盾不
断。为此，社区党委引导热心
居民成立颐景园街坊志愿互助
会。无论是是业主还是租户、
户籍人口还是外来务工人员，
都可以加入，尽情表达对社区
治理的意见和诉求，参与社区
具体工作。在街坊志愿互助会
的帮助下，如今，小区管理规范
了，环境好了，搬走的老街坊又
回来了。

截至今年5月，桂城街道
共培育街坊志愿互助会72个，
发展互助会成员2673名。

两新组织焕发新活力

桂城千灯湖中央活力区是
南海区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在8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汇聚了
20家大型商场、37幢商务楼
宇、近4000家商户、14万名从
业人员，16幢年纳税量超亿元
的“亿元楼”，经济十分活跃。

然而，繁荣背后烦恼也不
少。“各类两新组织，即新经济
组织、新社会组织规模差距很
大，人员进出也很频繁，管理起
来十分困难。”钟强坦言，这一
现象曾经让南海区和桂城街道

困扰不已。
破局从2020年开始，桂城

街道推进商圈党建体系建设，
开辟专门阵地、配备专职人员、
配套专项经费，在组织覆盖、阵
地建设、党员管理、规范提升等
方面逐一破题。

其中，千灯湖商圈党群服
务中心是桂城街道推进商圈党
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该
中心于今年7月启动，是桂城
首个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也是
党建引领下的两新组织资源整
合与服务平台。

据钟强介绍，千灯湖商圈
党群服务中心设有党建文化展
示区、24小时政务服务区，将
提供党务工作及法律法规咨
询、商圈区域党课，开展主题党
日和片区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开设消费维权服务点，提供政
策宣讲、政务服务等。

“城市加油站”也是桂城街
道推进商圈党建体系建设中的
重要一环。近年来，以平台经
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
聚集了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
送餐员、快递员等在内的大量
新就业群体,成为基层党建新
的重要领域。

为激发新就业群体推动发
展的新活力，桂城街道千灯湖
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为新就业群
体提供了休憩之所——“城市
加油站”，站内设施一应俱全，为
市民群众以及快递员、外卖骑手
等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日前，在南海区万科广场
篮球场旁的一间小屋里，外卖
骑手小李刚用完午餐。“这里有
免费的热水，还能免费为手机
充电。平时跑单跑累了，我们
还能在这里歇歇脚、吹吹空
调。”小李欣喜地说道。

这间造型别致的小屋便是
前不久桂城首批启用的“城市
加油站”之一。以桂城的大写
字母缩写“GC”作为外形设计
参考，采取钢结构、铝板等高
质量材料建成。建筑体块互
相咬合，向市民展现了互助的
精神理念。（图片由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
提供）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千灯湖中央活力区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