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早，周顺诚的手机就响了
起来。不用看，他也知道，应该是
自治理事会的成员又发现了社区
里的什么问题，或者是又接到了居
民的情况反映。

果然，两张现场照片后面，是
“自治理事会”一位成员发来的一
段话：江滨 54 幢到 56 幢之间的酒
瓶，影响居民环境，是酒业堆放
的。几名成员立即赶往现场，一番
沟通之后，商家当即把酒瓶整理
好。

刚刚忙完没多久，微信又响了
起来，这次是“自治理事会”的另一
位成员发来的信息。30 号大院内
一位居民反映，院内有棵大树挡住
了居民家的阳光，需要修剪。登记
情况、协调共建单位……自治理事
会又开始忙碌起来。

今年68岁的周顺诚声音洪亮，
步伐矫健。在江滨新村住了数十
年，退休之后的周顺诚，有了时间，
就想为社区做点事情。

江一社区是老小区，由于建成
较早，没有物管。2017年8月底，江
一社区通过党员志愿者模式，成立
了“自治理事会”，理事会共有 5位
成员，都是退休党员志愿者，周顺
诚成为其中的“五分之一”。

理事会每天有一位成员在社
区轮值，登记民情民意，实行“三
单”式服务：群众提出服务需求点

单、社区党委整理派单、“自治理事
会”接单，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因为工作时总是穿着红色的马甲，
他们又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红
马甲”。

微信群是“红马甲”为方便工
作、快速处理居民“点单”而建立，
实际上，“自治理事会”还有厚厚几
沓子“民情问题处理单”，作为更规
范的“台账资料”，里面记录了理事
会近年来处理的近 400 件“民情问
题”。

“‘自治理事会’成立之后，第
一个来反映问题的居民就是我接
待的。”理事会成员蒋硕伟说，当时
有位居民来反映家中排污主管道
以及天花板漏水，因为漏水不在公
共部分，需户主和楼上邻居协商自
行解决，在耐心的解释和协调之
后，这位居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

为居民维修落水管、协调维修
破损井盖、为小公园安装休息长椅
……了解“微”事件，提供“微”服
务，服务“微”民生，在社区居民桩
桩件件的“烦心事”后面，都活跃着

“红马甲”们的身影。
“老百姓的诉求是我们的第一

信号，老百姓的利益是我们工作
的第一选择。”作为理事会主任，
周顺诚这样定性“自治理事会”
的宗旨。

分镜头——“红马甲”解决家门口的“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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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七十年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一个老小区的社会治理新实践
本报记者 朱秋霞

在镇江人的朋友圈
里，曾经有过一篇很火
的文章，叫做《每个镇江
人，都有个江滨新村的
朋友 》。在这篇文章
中，把江滨新村称为“镇
江社区三巨头”，并且说

“无论是谁，只要生长在
镇江，通讯录中必然都
有来自江滨新村的朋
友”。说到江滨新村的

“大”，文章作者这样写
道：11路公交车把你丢
下的时候，这头的江滨
新村到了，那头的江滨
新村还远着呢，想要一
下子逛完整个江滨新
村？建议你扫一辆共享
单车。

因为“大”，江滨新
村被分为两个社区——
江一社区、江二社区。
其中江滨新村第一社区
建于上世纪80年代，可
以说是镇江最早建成的
社区之一。占地约 35
万㎡，居民 5000 余户、
2.3万余人。下设13个
党支部，党员 613 人。
社区分为5大片、16个
网格。

因为“老”，社区治
理的难度也高。物业、
绿化、停车……方方面
面似乎都在考验着社区
的工作能力。

如何更好地服务百
姓，让生活在老小区居
民也有满满的获得感？
江一社区通过“大党委
制”“自治理事会”“滨江
议事堂”等系列实践，探
索一条老小区自治共治
新路径。近年来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楼栋、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文化先进社区、全国文
明单位、全国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社区、全国防
灾减灾示范社区、全国
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
社区、全国科普示范社
区等荣誉称号。

蹲点速览：

清晨的阳关，透过树叶的缝
隙，在地上闪烁着点点金光；木质
防腐木长凳上，几位阿姨一边聊
天，一边看顾着不远处玩耍的孩
子；乒乓球桌前，两位大爷你来我
往，对战正酣。这是记者日前在江
一社区“红色引擎”党建共建园内
看到的一幕。

说起“红色引擎”党建共建园，
也许有部分居民并不熟悉，但若是
提起江滨新村老一期小公园，大家
并不陌生，这里曾经是附近居民一
处重要的休憩场所。不过，随着时
间的流逝，小公园也变得老迈而破
败。小公园得以焕发新生，得益于

社区的“大党委制”。
张凤霞介绍，江一社区“大党

委制”是按照共联共建共享的原
则，建立起的以社区党组织为基
础，辖区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党建工作模
式。通过与共建单位签署共建合
作协议书，分别列出资源清单和服
务清单，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延长
社区服务工作手臂，唱响“共建共
治共享大合唱”。

一期小公园的问题，被“自治
理事会”上报社区党委后，社区党
委以党建文化为引领，携手“大党
委”共建单位党组织，多方汇聚资

源，筹集资金。“众人拾柴火焰高”，
最终，小公园于 2018 年初开工改
造，这才有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由于多方面原因，江一社区的
绿化长期得不到修剪，不仅影响小
区环境，还妨碍人身和交通安全。
结对的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党支部，
主动担负了起了小区的绿化养护
任务。烈士陵园绿化养护队的党
员志愿者，利用工作日早晚、中午
以及休息天，携带专业工具深入社
区，进行绿化修剪、枯枝清理。

携手共建单位京口区文体局
党支部和康盛剧社党支部，开展

“社区小舞台，月月有好戏”文化惠

民项目，让社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看好戏”；

联合刑科所、水业总公司，开
展党员互动教育课堂，让党员亲身
体验刑侦过程、污水处理过程；

与健康路卫生服务中心、中鼎
老来乐、金皇养老康复中心共同打
造“医养结合”新路径；

……
13 家共建单位或出谋划策、

或提供资金支持、或提供专业服
务，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路径。

分镜头——“大党委制”唱响共建共治共享“大合唱”

6 月 12 日上午，一周一次的
“滨江议事堂”工作例会在江一社
区内如期召开。社区党委书记、社
区网格员代表、街道城管、执法中
队、永盛环卫等多方代表济济一
堂。上个月自治理事会内解决不
了的问题，都将在“议事堂”上提出
来，由大家群策群力。

周顺诚首先通报了上个月网
格长反馈问题的解决情况、红马
甲“三微服务”的待办事项。随
后，网格员及相关单位代表通报
了最近群众反映问题的进展情

况。针对近期开展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京口区城管
局四牌楼街道执法中队队长朱勤
还向与会人员详细说明了何为

“黑恶势力”，社区内易产生“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的领域和
场所，希望大家对照标准，积极
提供身边“黑恶”线索。

四牌楼街道江一社区党委书
记张凤霞介绍，2008年开始，江
一社区率先探索网格化治理工
作，建立网格长一日一访、网格
巡访以及网格长例会制度。2017

年初，原来的“网格长例会”被
“升级扩容”为“滨江议事堂”。
原先由社区主持开展的“议事
堂”也逐渐“交接”给自治理事
会。“议事堂”的职能主要就是针
对居民反映的较难解决的问题，
群策群力，共商解决方案，“民议
民事，民决民事”，真正做到“小
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张凤霞举了个例子。东吴路
75 号 11 幢、12 幢、13 幢、14 幢，建
于上世纪 80年代，无物业管理，无
路灯照明。之前考虑到居民出行

不便，有安全隐患，社区与附近网
吧协商，拉出一根照明线。2017
年，网吧停业，路灯问题再次困扰
这几幢楼的 200 余户居民。这个
情况经自治理事会反映到“滨江议
事堂”之后，社区和理事会多次实
地考察，积极与镇江市路灯管理处
协调，终于为居民解决了照明问
题。

“如果说‘红马甲’是解决老百
姓‘家门口的烦心事’，那么‘议事
堂’就是解决‘社区里的难心事’。”
张凤霞说。

分镜头——“议事堂”解决社区里的“难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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