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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老新村“五化融合” 

管理新模式的思考 

黄勤 

陈旧的房屋建筑、复杂的居民结构、落后的硬件设施、虚设的物业服务,这是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新村

社区的通病,近年来,各级政府曾花大力气整治,但问题依然存在。无锡市黄巷街道刘潭新村是老新村社区,社区老年

人多、弱势群体多、民生诉求多,虽然经过老新村改造,房屋外观有明显提升,但法律关系、经济支付、人员处置等

管理上的各类难题仍然不断涌现。为破解痼疾,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基础上,刘潭新村社区以业委会为突破口,坚持

以信息化为手段,社会化为支撑,群众化为基础,项目化为保障,常态化为目标,“五化”融合推动形成“多元联动、

协同发展”的老新村社区管理新模式,自 2014 年实施以来,取得良好成效。截至 2017 年底,刘潭新村社区群众满意

度和幸福感一直保持在 95%以上,在梁溪区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名列前茅。 

一、信息化:变“事后处置”为“主动发现” 

做好群众工作,掌握一手信息是关键。刘潭新村社区将日常走访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通过“四访四听”,全天候开门纳谏,

搭起了与社区群众的“连心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拜访”个别谈心听,上门拜访社区离退休老干部、德高望重居民代

表,开展面对面个别谈心,听意见;“走访”上门联系听,定期到群众家中,听真言;“会访”集体座谈听,组织结对共建单位、辖区

企业、“两代表一委员”、居民代表等多类型开展座谈,听取各界意见建议;“网访”上网在线听,通过电话专线、网络平台等,

与群众互动,听群众“评头品足”。 

二、社会化:变“社区独奏”为“多方参与” 

社区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过程中,摸索形成了“三会”制度,极大程度激发了居民参与热情,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举办居务听证会。社区定期召开听证会,发布阶段工作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度、

经费使用情况等工作动态,并在社区主要位置张贴党务、居务、财务、事务等来提高透明度,让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

监督权得到保障。成立邀约协商议事会。对涉及面广的事项,由社区邀请业委会、辖区民警、业主代表、利益当事人以及街道相

关部门领导进行专题邀约协商,推行小区事务“一事一议”。作为连接党群关系的纽带,社区邀约协商议事会越来越显示其强大

的生命力。如:每幢大楼安装楼层牌,使得走亲访友的居民不会走错;车库乱收费问题在议事会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道路的维修

和电子探头的安装,受到小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成立民主评议会。社区党总支组织居民代表听取社区工作报告,接受居民对社区

工作的审查和考评,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内部互评、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综合评定,强化社区民主监督,增强社区干部工作责任心,

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三、群众化:变“被动管理”为“共同治理” 

在指导业委会的成立和管理上,始终坚持党建先行,围绕群众化目标,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党组织做得实。业委会

组建初期,率先在业委会内部成立党的工作小组,业委会成员中党员占比达到 60%。党的工作小组受社区党组织领导,在业委会中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履行政治领导、知情参与、支持促进、协调监督和团结凝聚等职能。在实际操作中,遵循行政工作群众化的

原则,搭建业委会班子。业委会党组织有位退休的社区副书记,一开始居民不是很认可,以为她是代表社居委的。后来开展楼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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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会中,通过长期的楼栋自治会事务的指导和调解工作,这位退休的副书记慢慢地取得了居民和业委会的认可,业委会和社居委

也就走在了一起。布点撒网铺得广。在积累了足够的工作经验后,这位退休的副书记牵头负责在各个分片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并

成立单独的自治办公室,加上楼栋自治会的成立,整个社区铺开了自治管理网络,做到管理全覆盖。群众参与热情高。社区根据群

众特长,分别组织了爱心服务队、联防服务队、环保服务队这三支志愿者队伍,为群众开展全天候服务。爱心服务队定期到困难

户家中送上关爱,开展孤寡老人日间照料服务,陪老人聊天、买菜,让老人们感到“空巢不空,孤老不孤”。联防服务队,实行 24

小时网格化巡逻。同时整个小区安装 30 多个监控探头,进一步延伸安保服务。环保服务队针对社区内占道经营、乱停车、道路

坑洼等老大难问题,重拳出击,长期占道经营的水果摊主动撤走,原先的荒地已绿意盎然,坑坑洼洼的 4号门前道路平坦美观。 

四、项目化:变“零敲碎打”为“有章有法” 

近年来社区以项目化为多元共治实施渠道,做强公益创投项目,做实民生实事项目,做好便民服务项目,通过项目化将多元共

治、共建共享的理念付诸现实。公益创投项目上,打造了“幸福彩虹服务社”“善爱工坊”“爱友新希望”等项目帮扶社区弱势

群体,做靓项目品牌的同时,更关注于提振残疾人、癌症患者信心,鼓励残疾人、癌症患者融入社区,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残疾人

通过自己的劳动,制作产品,社区帮他们拓宽销路,为残疾人创收、补贴家用,残疾人成为社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癌症患者通过

“爱友新希望”这个平台病友间互相鼓励,互帮互助,增进了友谊,也更加的乐观积极开朗。民生实事项目上,社居委与业委会密

切联系,共同出资安装了晾衣架全覆盖,解决了居民晾衣难的实际问题。锦盛苑小区每个门栋的电子门修复到位,粉刷和油漆楼道

扶手,铺设草坪停车位,在社区主要出入口安装限高器、减速带,确保车辆慢行进出。各项为民办实事的举措真正落到实处,进一

步增强了自治服务的影响力。便民服务项目上,社区因地制宜开通 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为弱势群体提供开锁、送餐、代购、小

家电维修、下水道疏通等服务项目。通过“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党员接单”的形式,实现了党员与群众的双向互联。自便民服

务热线开通以来,已接到需求近千件,帮助残疾人、孤寡老人解决了日常的生活难题。 

五、常态化:变“突击推进”为“长效保持” 

这几年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和做法,社区尝试着通过完善制度、优化机制等方式将之提炼并延伸,力求以制度促规范、以督

查促整改、以考核促落实。建立健全工作制度。通过建立楼栋自治会联席制度、工作通报制度、民情日记制度、自治办评估制

度,使楼栋自治会成为居民群众的政策时事宣传员、社区建设议事员、为民办事服务员、文体活动组织员、社会管理信息员。抓

好共建共治共享。秉持社居委、业委会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把业委会的管理和社居委日常事务结合起来。通过配齐业委会班子,

把社区干部与业委会成员结对,通过点对点、人对人,一方面更好地指导业委会管理,另一方面,让老百姓养成遇到物业纠纷去找

业委会的生活习惯,从而来更好地协调居民邻里纠纷,提高老百姓的自治热情。强化社会监督。结合区民政扁平化管理要求,将社

区划分为数个网格,社区干部、业委会成员在网格内担任网格负责人,将网格负责人职责、服务承诺、联系方式在驻街单位、居

民楼栋上墙,接受群众监督,每半年组织网格内的居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区代表等对网格进行 1次述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