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杯热茶，一场谈心，一个隐蔽的

交流空间，让居民有地方排解心中烦闷。

党员志愿者、社工们耐心倾听，合理给出

建议，事情大多能得到有效解决。”在海

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惠琴看

来，“1768”工作室就是这样一个属于居

民自己的协商议事平台。

海宁市有15个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

其中8个分布在海洲街道。这里既有城市社

区和农村社区的深度交融之地，也有老旧

小区遍布的人员高度集中地，更有充满城

市新势力的全新社区，在探索融合型大社

区大单元治理的道路上，海洲人一次次创

新探索。2011年，以“听居民说话，为居

民跑腿，为居民想招，为居民解困”为服

务宗旨，海洲社区“1768”工作室应运而

生，取自“一起聊吧”谐音，延伸发展出

“一起乐吧”“一起乐帮”等子品牌，通过

凝聚共建单位、红色物业联盟、社会组

织、志愿商铺联盟等红色力量，把治理和

服务延伸到辖区每个小区、网格、楼道。

“因为我接收到了来自社区的善意，

所以我也想将我的善意回报给社区更多

人。”说这话的是汤慧 （化名） 上大四的

女儿，目前她是海洲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汤慧夫妻是住在海洲社区的两名残疾

人，以往较少参与社区活动。女儿考上大

学后，学费让他们颇有压力。赵惠琴了解

情况后，通过“1768”工作室，帮助他

们申请到了“一起乐帮”共富基金，每年

为汤慧家提供 5000 元助学基金。感受到

社区的温暖后，汤慧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

进行回报。赵惠琴曾不止一次在志愿者队

伍中看到汤慧一家人，“我非常感动，他

们开始勇敢走出来了。”

“1768”工作室成立的 12 年间，形

成了“搭建 1 个平台、解决 7 类问题、建

立 6 有机制、提供 8 大服务”的“1768”

工作法，通过“说、议、办、评”，积极

探索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为一体的

治理模式，以协商工作机制为基本框架，

搭建协商平台，拓展协商渠道，丰富协商

内容，延伸协商触角，激活社区治理共同

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民议、民

决”。十多年来，“1768”工作室已服务

居 民 群 众 超 过 5 万 人 ， 收 集 民 生 建 议

1167 条，解决问题 2000 多个。目前，海

宁全市已制定出台 《关于开展“四治融

合+协商治理”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

建章立制规范整合各类协商资源、平台和

主体，厘清职责，凝聚力量，为基层善治

出谋出力。

探索“四治融合”+“协商治理”新模式探索“四治融合”+“协商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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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新居民

子女就学积分什么时候办理。”王思雯是丁

桥镇钱江工业社区第四网格网格长，不久

前她接到浙江宏仕达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员工的咨询电话，第一时间就详细讲解

了当前新居民子女就学积分相关政策，帮

助员工解决问题。

据了解，钱江工业社区目前有企业

215家，其中规上企业101家。2021年，为

进一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会

治理新途径，丁桥镇以党建为统领、以服务

企业为宗旨，将“E企共治、平安园区”社区

治理理念植入工业园区，以一个社区中心、

一支服务团队、一股社会合力、一套基础设

施、开展 N 项联动为抓手，形成“四个一+

N”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为把企业服务做得更到位、社区治理

做得更精细，社区积极探索“园区+社区”

的基层治理模式，将园区 215 家企业划分

为 4 个网格、94 个微网格，构建起“镇党委

—工业社区—网格—微网格”的四级连企

服务网，实现园区企业联系服务全覆盖。

小林是奥达经编的一名职工。此前，

在前往工业社区微咖啡途中意外发现联保

路上的路灯倒伏，正好前几日社区工作人

员在走访企业时推广了“E企共治·平安园

区”随手拍小程序。于是，他登录微信“随

手拍”小程序，填写隐患内容、地点并附上

照片。完成隐患上报后，小林马上收到了

社区工作人员的回复，表示已收到随手拍

信息，并联系了市政部门，将及时进行修

缮，请小林留意关注。第二天，倒伏的路灯

就扶正了，社区工作人员拍照上传并向小

林二次答复。“我在手机上拍张照、写个地

点，没想到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真是太方

便了。”小林感慨道。

钱江工业社区还积极引导外卖小哥等

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从身

边“小切口”撬动园区“大治理”。同时，组

建了由企业管理人员、一线职工、流动党员

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参

与社区平安大巡防、交通劝导等活动，让每

一名职工变成园区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

推动者，汇聚起基层共治的多方力量。

接下来，海宁将继续推进平安海宁建

设，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海宁样板，提升

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增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打造“枫桥经验”海宁样板
（上接1版）

海宁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企业多，外

来人口倒挂比例全市最高。由于企业以生

产经营为主，企业员工较容易出现社会治

理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作为一家上市企业，管理层十分看重

员工的安全。”博菲电气公司党支部书记狄

宁宇在模式推行之初就表示，希望共建社

区隆兴社区可以多多提供有关员工安全知

识的宣教、普法教育及新居民子女入学政

策宣传等。作为试点单位，双方调动各自

优势资源，定期沟通交流，并分别列出资源

和需求两张清单，以党建联建为契机，走出

一条企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双向推动的平安

道路，成功为全市“千企百村、平安共建”行

动积累经验。目前，海昌街道在17个村社

和47家企业全面铺开这一行动，共开展活

动86场、平安大宣讲260场。

“我们有线上‘千企百村、平安共建’

和‘平安瞭望哨’两个模块，结对村社居民

和企业职工可以在线报名参与平安建设，

实现线上线下双向沟通。”海昌街道党委

副书记周震欣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帮助

企业组建平安宣讲队、志愿服务队、“除险

保安”分队等，让村企资源迅速流动起

来。每月平安共建日，还会邀请企业共同

开展安全排查、治安巡防、平安宣传等

活动。

各方参与下，社区基层治理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愈发稳定，集体经济得

到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反哺社

会的热情。

海昌街道通过建立“组织联建、资源联

动、信息联通、隐患联排、风险联防、治安联

巡、矛盾联调、困难联助”的八联工作机制，

不断优化共建形式，助力平安村社、平安企

业和“枫桥式”基层单元深化创建。

“E企共治”打造“枫桥式”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