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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居民自治已是2015年的社区管理热词。金杨

新村街道党工委早在2013年底提出2014年是“社区自治与环境整

治”的双治年。围绕“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激发基层自治活力”这一

主题，一年来，48个居民区在工作中摸索一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街道

希望借此共同探讨社区管理、共治自治，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基

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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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金杨新村街道香山三居是一个始建

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公房居民区，面积

接近 22万平方米。居民区由 5个没有围

墙的小区组成，总户数达到 2539户，居住

了 6500余人，居民构成也相对复杂，既有

当地征地动迁的农民，又有从陆家嘴、浦

西地块动迁而来的居民。

“小区里居住了身份、背景完全不同

的居民，职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就像动

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羊村的小羊一

样各具特点，在这样的社区，社区自治应

该怎么搞？”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而香

山三居成立了自治理事会后，这一问题逐

渐迎刃而解。

“居民参与理事会的热情很高，委员

会的成员均由党员推荐及居民自荐产生，

有的居民甚至在大会上直接自荐报名，彰

显了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居委干部回

忆称，理事会的成立让他们意识到，特色

鲜明的居民不是治理的负担，而是社区自

治的肥沃土壤。

为何居民会主动参与进来？关键在

于党总支事先唤起了居民的自治意识。

在理事会成立前，香山三居通过举行“头

脑风暴大讨论”，让居民自己讨论精神文

明建设与环境治理间的关系，并鼓励居民

献计献策。同时，党总支通过自治理事会

这一平台，在理事中寻找共识，最终在居

民区中形成了对于“双治”工作的良好认

识。

有了有效的平台和方法，如何选择运

用它们的人则成了一个问题。在香山三

居，居民间涌现的草根领袖现在已经活跃

在了社区的各个角落，但是在自治伊始，

谁来挖掘，怎么挖掘这些草根，使之成为

领袖，则可谓是一门学问。

为了挖掘好草根领袖，自治理事会的

理事与居委两委班子成员成为了“星探”，

无论是在社区开展各类活动时，还是在小

区走访时，都留了个心眼，寻找“草根领

袖”的候补人选。

“热心人、活动的积极分子、喜

欢‘管闲事’的人、喜欢‘豁胖’‘豁

帅’的人……这些都是我们挖掘

草根领袖的重点目标。”一名

居委干部告诉记者，甚至在

矛盾调解中，他们也会留心居民身上的闪

光点，充实“草根领袖”的储备。

“就像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小

羊居住的羊村一样，我们社区里也有各具

特长、各有特点的居民，我们收集这些能

人的信息，汇总了小区人才库，为社区共

治所用。而即使遇到了爱找麻烦的‘灰太

狼’，我们也不害怕他，而是通过工作引导

其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一起参与到小区

自治中。”相关工作人员称。

随着“草根领袖”的活跃，现在在香山

三居的各种活动上，负责组织、指挥的都是

来自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居委干部则退居

后台，更多的起到引领作用。例如定期举

行的社区环境清洁活动，居委会只需要在

社区公布清扫时间，再与自治理事会沟通，

便会有“草根领袖”率领居民们主动参加。

居委干部对小区自治的“初体会”总结

出了4句话：观念转变是基石，人的力量是

依托，多做实践是历练，人心凝

聚是目标。“在这样一次次的

活动中，居民自治的方式得到

磨练，力量也在合作中得到凝

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金杨新村街道每个居民区中都有 1
个自治理事会。近日，在这个平台上，名

人花园舍弃了物业公司，开启了业主对物

业工作的“直管模式”。名人花园竟用比

以往更少的物业成本逐步满足了以往物

业公司完不成的“业主建议”。

一封信引出的“革命”

名人花园是金杨新村街道的地标性

小区之一，从开发之初就一直沿用同一家

物业公司。然而随着物管成本逐年增加，

物业公司将保洁、保绿、保安职能全部转

包，服务质量逐年下降，保安脱岗、绿化维

护不到位时有发生。物业公司还多次提

出自己在亏本，要求增加物业费。随着小

区乱停车现象日益严重，私家车随意停放

在绿化带上成为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停车毁绿却不见物业公司管，让有些

业主坐不住了。一封以“你的一名邻居”名

义发出的信连续出现在乱停放车辆的挡风

玻璃上。信里呼吁“小区文明离不开你我

他，请勿乱停放你的爱车”，对乱停车问题进

行劝阻。谁知，这封信的效果意外地好！

这让业主萌生了自我管理小区的想法。

新任业主委员会在党总支的带领下，

相继考察了上海市 4个小区，带回来各种

模式。如何推敲模式的适应性，哪个更适

合本小区呢？讨论上了居民区自治理事

会。理事会上都有谁？有居民区党组织、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小区物业公司，

还有社区民警、街道机关联络员、居民代

表，甚至共建单位等居民区各方代表。

小区通过召开自治理事会，最终确定

模式蓝本：现有物业到期解聘，不再选聘新

的物业公司，由业主委员会下设物业部，聘

请物业管理人员，包括小区物业经理、综合

事务助理、财务等实现全体业主对物业工

作的“直接管理”。另外，名人花园通过账

目挂靠街道的托底物业公司，解决了法人

资格问题和选聘物业从业人员。此外，它

还签订保额最高额为 200 万元的意外伤

害、财产损失险，防范直管物业的风险。

目前，业主自治管理正在推进。在党

总支、居委会的带领下，业委会通过听证

会、评议会、协调会在业主间广泛听取、征

求意见建议，形成了一定共识。居住在小

区里的律师、物管人员、教师、消防员、维

修工走出家门，以出主意、提供资源、志愿

服务等方式参与到小区自治管理中。

“金杨模式”核心是党的领导

为什么“直管模式”可以推行下去？

金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卫安表示，

“理事会由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具有

合法性身份，研究制定《章程》，赋予其 13
项职责，明确自治理事会议事决策功能。”

通过建立自治理事会机制，居民区各方治

理主体有了协商议事、协调工作、协作管

理、协同推进的“四协”功能平台，充分发

挥民主决策功能。

其实，几乎每个居民区运转中，常

遇到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马

车”各自为政的情况。如何让“三驾马

车”并驾齐驱合力拉动社区事务是居民

区党组织乃至所在街镇多年探讨的话

题。“我们在实际管理中强调居民区党

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但是具体机制性

的抓手往往要靠‘能人’来治社区。理

事会机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赵

卫安说。

去年，金杨新村街道研究出台了

“1+X”配套文件(《金杨社区进一步加强

和 改 进 居 民 区 自 治 的 实 施 意 见（试

行）》、《金杨新村街道居民区自治理事

会章程》等，探索实践出居民区治理“1+
1+X”的“金杨模式”之路。“1+1+X”就

是“1”个总体构架+“1”个运行平台+
“X”项改革实践。名人花园的物业管理

新模式可谓是金杨新村街道创新管理

的成功实践。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位于德平路、栖山路、万德路、浦东

大道这一大方框内的罗山二居，是一个

相当“复杂”的居民区——不到1000户人

家分属5家物业管理，处处围墙分割。在

金杨新村街道提出“社区自治与环境整

治”的要求后，各路社区能人纷纷为自治

“动”起来，社区也由此逐渐“活”了起来。

说起罗山二居的“复杂”，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高新强可谓深有感触。“辖区

内有4栋大楼房，23个楼道的多层房，其

中 3栋大楼是商品房小区，其余的有动

迁房，有单位参建房，有单位自管房，总

共1026户人家，两栋楼48户人家无物业

管理，其余不到 1000户分属 5个物业公

司。”按照高新强的说法，居民区内处处

是围墙分割。“不同物业管理的小区居

民平时几乎不来往，别说认识，连打个

照面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是一个小区

的，也由于缺乏人际交流平台，相互之

间熟悉的也不多。”

在去年金杨新村街道党工委提出

“社区自治与环境整治”这一“双治”要

求后，罗山二居定下了“五个起来”工作

目标。“让有美好愿望的人动起来，让有

特色事例的人树起来，让有奉献精神的

人聚起来，让按规则办事的人干起来，

让坐办公座椅的人走起来。”高新强称，

社区希望集结这 5类居民中有能力、肯

付出的“精英”，构建社区特色居民团队

自治的版图。

通过这样的思路，罗山二居中的

“草根精英”们逐渐出现在了居民们的

视线中。高新强介绍道，目前罗山二居

已经形成了业委会以及其他自发组织

带领的多种团队自治，其中罗山二村业

委会主任张韵贞与东方广场业委会主

任陈淑娟两人是业委会带领团队自治

的核心人物。

“她们两人都是有美好愿望的人，

随着愿望的实现，她们也成为团队自治

的核心。”高新强称，张韵贞希望整治改

造后的小区，乱停车的情况可以得到改

善，凌乱的绿地也能得到整新美化。秉

持这番愿景，她会同物业公司安排了小

区绿化剪修、花木栽种、草皮铺设等工

作，并冒着酷暑摸排小区停车情况。在

她的努力下，小区面貌改善了，罗山二

居创建上海市文明小区也通过了评

审。陈淑娟则与热心居民一同奔走，争

取到了小区活动房的装修资金，在她的

带领下，业主有了活动场所，物业调价

也得到了顺利推进。

像张韵贞、陈淑娟这样有愿望并愿

意为实现愿望而努力的团队自治核心

还有很多。例如本土原住民的代表

——德高望重的原洋泾公社生产队队

长陈冬英、“金和啦啦队”队长丁丽芳；

文化团队的代表——文艺骨干虞志听、

原文教干部吴关珍；外出回归者的代表

——喜欢打牌“爷们”徐国兴、原本默默

无闻的邵光明……在他们的努力下，罗

山二居的道路、绿化越来越整洁、干净，

邻里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和谐，好人

好事越来越多，各类文化团队、兴趣小

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简单的说，关心居民区事务的人

和帮居民做事的人多起来了！”高新强

称，居民团队自治的发展，也影响了居

民这些个体的发展。“居民有活动、肯奉

献，自治的精神也提高了人的精神，大

家从农民、居民转变为公民，从单位人、

社会人转变为社区人。这也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了居民传递正能量、反哺社会

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作为居委环境整治中的一个难题，

楼道整治向来伴随着居民间、居民与居

委间的争议。在金杨新村街道金口二

居，居委通过居民自治的方式，让居民

自己动手，净化了楼道的空间，并制订

了楼道公约，形成长效的机制。

“每逢楼道整治，总会伴随争执，甚

至有居民要我们赔偿，收效并不大，所

以当有一名楼组长提出，楼道整治应该

发动居民一起努力时，我就感觉到，这

可能会引发一场变革。”金口二居居委

干部陈珏称。

这一变革指的不仅仅是楼道整治

的做法，还包括居民自治的推广。原

来，当时金杨新村街道向各个居委提出

聚焦“双治”的工作要求，即环境整治与

居民自治同时推进。陈珏心想，通过居

民之手来推动楼道整治，不就正是居民

自治的具体体现吗？于是在7名楼组长

自告奋勇报名参加后，这一楼道自治项

目正式启动。

在这 7 名楼组长负责的楼道里，居

民被发动起来，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认

识楼道脏乱差的危害。于是，一堆堆楼

道堆物被居民自己清理，一辆辆废旧自

行车被居民自己处置，一块块“黑广告”

被居民自己抹除……在大家的积极参

与下，楼道得到了“白化”的净化。

在这之后，陈珏与同事们趁热打

铁，在社区深入推广居民自治。“楼道公

约”是这一工作的成果与巩固。通过

“楼道公约”，各个楼道有了自己的自治

章程，居民们在承诺营造和谐干净的楼

道环境的同时，依据公约开始了楼道美

化工作，目前已有5个楼道换了新颜。

陈珏告诉记者，这之中楼道自治成

为了一个抓手，真正推动它运作的，则

是居委干部与楼组长两支队伍。“对居

委干部，要让干活的能干、会干、干好，

从组织纪律来提高干部的素质。”陈珏

举例称，金口二居有170个楼道，分为11
个块区，推广楼道自治的 7个楼道分散

在不同的块区里，只有分管块区的居委

干部积极行动，楼组长才能配合工作，

才能有动力。居委干部的素质、能力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楼组长队伍，陈珏表示，应

该给予其物质、精神上的鼓励，使其能

更好的投入楼道自治中。“楼道自治是

楼组长工作的重头戏，他们也是自治的

牵头人。不过楼组长队伍年龄大、文化

层次低也是客观现实，我们要使这支队

伍充满自豪感，从而吸引更多有能力的

居民加入，维护好楼道自治的推广。”

如今，楼道自治项目已经在金口二

居得到稳固的发展与推广。陈珏称，楼

道自治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用适合的

项目，摸索出更多可执行的经验。

金杨：创新小区治理机制 助居民自治

名人花园开启业主对物业“直管时代”

“羊村”工作法让居民喜洋洋

居民自治
让罗山二居“活”起来

楼组自治
强化居民主人翁意识

金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热情服务。 名人花园居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小区自治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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