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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上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一批全国综治战线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浙江省更

是捧回了3个最高奖“长安杯”等一大批荣誉，其中包括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街道香园社区等6个综治先进集体。这些“全国先进”，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呢？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自治，架起居民
与社区沟通的“桥梁”

方舟是香园社区金鹤小区的居民，

退休后，他主动承担起小区业主委员会

的工作。

金鹤小区业委会是小区的一个自治组

织，“当下问题当下解决”，这是业委会给居

民的承诺。就在8月中旬，小区附近的店

面房改造装修，临时放置在路上的钢管把

居民的车子轮胎给戳破了。晚上9点，居

民找到方舟，他顾不上休息，马上联系了社

区党委书记陈艳红一起协调，不到1个小

时，这事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业委会这个自治组织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架起了居民与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

陈艳红说。近几年，香园社区在没有物业

公司的状况下，实行“准物业化管理”，物业

费的收取率达98%以上。香园社区的“准

物业化管理”实行的是社区管理与业主自

治相融合的方式，由群众“公选”成立业主

委员会，协助社区决定和处理小区公共事

务，并采取“社工+党小组长+网格信息

员+专业志愿者+社会各方力量”的方式，

及时收集上报各类信息，达到了“1+1>2”

的效果。

法治，寻求特殊人群
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在双桥街道有一处爱心农场，经常能

看到香园社工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小学

生等采摘蔬果送给需要帮助的人。这片爱

心农场，由香园社区阳光爱心公益队的成

员出资承包，而这些成员，以前都是社区戒

毒人员。

为了协助社区戒毒人员参与公益，香

园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了阳光爱心公益队和

同伴教育小组。除了爱心农场，戒毒人员

还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各项志愿服务。

社区戒毒康复、社区矫正、军民融合等

21个项目，都是香园社区以不同服务对象

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开发的。例如“关心

桥驿站”社区矫正服务项目，主要是针对青

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一对一”“多帮

一”的结对帮教帮扶活动。此外，社区还会

不定时地组织这些青少年参加义工服务、

重阳节慰问等活动。

同时，香园社区推行邻里守望工作，组

建了由党员、小组长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

巡逻队，实现了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有效

对接，保证了社区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

业。截至目前，社区未发生抢劫、群体性吸

毒、聚众赌博等可防性案件。

共治，打造通往
幸福社区的“桥梁”

今年2月底，香园社区获评“全国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称号。香园社区有800多

名志愿者，其中有近300名志愿者一年参

与社区活动时间达到了1000小时以上，社

区的“民星墙”上就保留着这些志愿者们最

美的笑容。

“我哪儿都不去了，这个社区好，就喜

欢住在这里。”社区居民胡阿姨的女儿一直

想接母亲去自己家安度晚年，但是胡阿姨

执意不去。“街坊邻居都很关照我，我对这

里有感情。”胡阿姨说。

香园社区将社区划分成8个网格，推

出多个特色楼道，并组织开展主题活动，提

高居民的参与度，增进网格居民间的交

流。同时，社区通过网格系统将收集到的

居民信息建立档案、同步管理，实现了第一

时间掌握群众信息。

“如果社区工作人员是掌心，老干部、

志愿者、文化团队等就是手指头，只有握成

一个拳头，才会有更大的力量。”陈艳红表

示。她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社区工作要

做得好，必须发挥“共治”的作用。

遵循这一理念，香园社区积极倡导居

民群众形成有序组织，对运行良好的培育

扶持成社区社会组织并鼓励登记备案，并

通过发现、动员、培养辖区内有一定组织领

导能力的“带头人”，实现社区社会组织从

“社区主导”逐步过渡到自营自建、规范管

理。据统计，2015年以来，社区已成功培

育社区社会组织2个，培养社会组织骨干4

名、成员20名。

安居

2001年，云和县委、县政府提出并实

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其中一项重要的

工作就是异地搬迁进小区，让农村的人进

城来。目前，全县建立了48个异地安置小

区，其中县城有5个大型的安置小区；实现

异地搬迁的人数约3.5万人，占全县农村

人口总数的40%左右。

吾心安处是吾乡。“到2015年底，我们

完成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结束二

元户籍。”县公安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大队

大队长李明德介绍，“这意味着，只要有合

法稳定住所或者合法稳定职业，就可以按

常住地登记户口。”不仅如此，云和县还建

立并完善面向全县农民的差异化搬迁补助

机制，让农民进城有房可住、有家可回。

在这过程中，云和县委政法委做细做

好服务管理工作，将县城四个街道划分为

99个网格加以管理，并且在大坪安置小

区、普光小区等下山农民重点转移区块设

立专门网格，创建村级外来人口服务组织

“和谐一家共建会”等等，保障进城农民“无

差别”融入。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始终坚持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平安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作为衡

量平安建设成效最重要的标尺。”云和县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颜元祖说。

乐业

聚人口，前提得有产业集聚。根据“小

县大城”战略，云和重点发展工业、农业和

木制玩具业，在县城西南部的工业园区培

育和集聚产业。

从 2015 年开始，云和县立下“军令

状”，要用三年时间整治全县600家以上的

“低小散”木玩企业。

颜元祖至今还记得，即便多次上门耐

心做工作，冲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是难免

会遭到群众的斥责。即便困难重重，还是

要“一把尺子量到底”。“要保障整治工作有

序推进，只有认真做好群众工作。”颜元祖

表示。在对每一户拆迁之前，工作人员都

要与拆迁对象见面至少5次，充分了解群

众诉求。其中，作为维稳安保的主要力量，

云和县委政法委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各类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每周，都会将一份“平安

周报”交给县委、县政府，供县委、县政府研

究分析一周的平安建设形势。

在认真的群众工作和严格的执法态度

下，第一年，云和县整治了208家企业，拆

违面积13.6万平方米，无一户强拆。截至

目前，全县完成了555余家企业的整治，今

年一季度，木制玩具总产值达4.59亿元，

同比增长7.8%。

共建共享

如何让云和的每一天变得更美好，这

是81岁的李光亮每天都在努力的事情。

老李从银行系统退休后，担任了多年的县

老年大学副校长，2004年，因为热心社区

工作，他被社区聘请为顾问，从此走上了

“帮忙式”的生活。

前不久，因为家附近修路影响了自家

的正常生活，新华社区中山街附近的几位

居民气冲冲地来找老李，说是正考虑集体

上访。“你们既然来找我，说明你们还信得

过我，那就听我一言。”老李耐心地向大伙

解释了政策，劝他们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

居民们终于平息了怨气。

老李还联合热心党员共同发起了“老李

帮忙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了4400人，在县城

9个社区设立了服务站，服务内容包括综治维

稳、扶贫帮困、便民服务等8大类24个项目。

现在，云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

到这份美好的事业中来。在重点时段，每

辆公交车都配备了2名专职安保志愿者轮

班跟车，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全县的全

科网格员通过治安巡逻、平安宣传、报送信

息等方式，成为了基层可靠的维稳力量。

“今年，将通过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巩

固提升年’活动，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平安

县”，继续为‘小县大城’和‘童话云和’大

花园建设保驾护航。”云和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黄力量表示。

“这个社区好，我就喜欢住在这里”

舟山香园社区“三治”模式搭建平安“桥梁”

小综治嬗变为大平安

平安云和，护航“小县大城”建设
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叶彬彬

这几天，云和县凤凰山街道凤凰山村里喜气洋洋，这里的18户居民自发组

织了一场邻里聚会。16年前，他们各自从乡村来到县城，成为邻居。16年间，

他们在县城打拼创业、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融入城市生活。

也就是在16年前，云和县开始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40%的农民下

山转移、80%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90%的企业集中在县城发展……当社会

治理遇到“小县大城”，小综治最终嬗变为大平安。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韩文婷 周继祥

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街道香园社区，环境优美、路面整洁，社区服务中心

宽敞明亮，树荫里、凉亭中，居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悠闲地聊着天。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香园社区不断摸索，用实际行动“织”出一张

守护居民安居乐业、辖区安定有序的平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