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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书记谈平安政法记者走基层

学思践悟，着力提升《浙江省

平安建设条例》引领作用。区委

政法委带头学习宣传《条例》，依

托“运河平安大讲堂”平台，推动

各部门、各系统行业深入学习《条

例》，进而更好参与平安建设。深

化政法联席会议机制，组织街道、

社区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浓厚全

区学习氛围。

真抓实干，着力提升平安拱墅

建设水平。以《条例》为指引，聚焦

平安护航亚运主线，持续推进平安

护航亚运十大攻坚行动，通过完善

四级平安督查暗访机制、固化闭环

整改、浓厚“三率”宣传氛围、强化培训演练等举措，着力提升平安基层基础。

全面发动，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武林大妈”平安志愿

者地形熟、人情熟、情况熟的优势，开展“六进”宣传活动。积极运用红茶议事会、

小区协商铃等基层治理方式，通过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等拱墅特色经验做法，

不断丰富发展“枫桥经验”，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见习记者 汤晨琛

本报讯“屋小山墙高，巷窄院门深”，杭州

小河直街的江南韵味吸引了众多游客。走进

风雅的蕉园，几株芭蕉隐于巷弄的庭院中，水

墨烟画中散发着人文诗情，还有雅致安逸的小

河画室、可以品茗赏曲的昆曲会客厅⋯⋯

别看如今的小河直街引人驻足，曾经这

里却是游客寥寥，整体环境不尽人意，尤其是

河埠头因涉及产权归属、陈年堆积物等问题

呈现“脏乱差”状态。对此，小河街道、社区与

管委会响应商家需求，召开了一场红茶议事

会，决定成立“小河直街商家公益联盟”，充分

发挥每个商家的自身资源优势，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新格局。这场红茶议事会上，街区管

委会、居民、商户、社区、物业共同协商，达成

了整治方案。仅两天时间，涉及到的 6 个河

埠头被清理干净，获得原住民、商户及周边居

民的一致好评。

青黛白墙，茶楼酒肆。随着运河文化的

深入传播、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小河直街的

关注度和传播度越来越高，人流量也越来越

大。商家、原住民、游客、游商、物业五方之间

的矛盾也随之而来。仅今年7月，小河社区、

直街管委会就在河埠头、家门口、墙门里召开

多场红茶议事会，及时协调化解矛盾纠纷，让

矛盾不出街，共同打造枫桥式平安历史文化

街区。

说起拱墅区的红茶议事会制度，正是发源

于小河街道。早在 2019 年 1 月，小河街道把

茶文化带进了议事厅，召开了第一场红茶议事

会。“红”就是红色引领、党建引领，“茶”就是以

茶叙事、暖心暖情。众多“议事员”聚在一起，

捧着红茶，议一议关于小区、邻里的那些事，以

“小场景”撬动“大治理”。一杯红茶，氤氲出的

是袅袅茶香，也是友善和谐的味道。

截至目前，红茶议事会已召开230余场，

化解矛盾纠纷、破解基层治理问题 200 余

个。未来，红茶议事会的茶香还将继续飘散。

氤氲茶香解民忧 杭州市拱墅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一鸣：

高质量建设平安拱墅
让运河明珠绽放亚运荣光

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顾若佳

又一个周四，下午 3 点，在杭州市萧

山区北干街道天悦社区妇女儿童驿站

里，几位妈妈如约而至，开始这周的读书

分享。其中一位高高瘦瘦的妈妈神采飞

扬，她记下每一个妈妈分享的问题，然后

为她们答疑解惑。她正是这个妈妈读书

会的发起人——陆晓晴。

3个月前，陆晓晴还在为家庭矛盾而

苦恼。而如今，她已经从一名被救助者

变成了助人者。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有

了如此大的转变？

个人或群体都可当“合伙人”

天悦社区才成立 2 年多，是典型的

“年轻社区”。社区常住人口超万人，其

中新杭州人比例达 70%，平均年龄不超

过 40 岁。社区党支部书记高建瑛坦言，

在有限的人力下，社区面临缺资源、缺人

才、缺优势，同时也存在居民参与自治的

积极性不高、邻里关系疏远、矛盾纠纷多

等问题。为此，今年 5 月，天悦社区创新

社区治理模式，以党建统领为基础，广泛

发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探索社区“合伙

人”制度。

“所有愿意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愿意

为社区发展作贡献的个人或群体，都可

以成为‘合伙人’。”高建瑛说。

陆晓晴就是其中之一。当初因为家

庭矛盾，她主动向社区妇爱驿站求助。

高建瑛接待了她，通过谈心、开解，成功

帮她走出人生困境。在获得帮助的同

时，陆晓晴也希望能为社区做点事，于是

联合社区另一位妈妈发起了妈妈读书

会，向社区居民推广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如今，她被招募成为“合伙人”，成为

“家庭能量加油站”的领头人。在社工的

协助下，陆晓晴的读书会已经从最初的6

人发展为80余人，举办了线上线下70余

场活动，实实在在帮助了一大批有育儿

困惑、家庭纠纷的居民。

截至目前，社区已招募浙江特产集

团综合第一党支部、中建八局杭州中邮

项目党支部、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党

支部等 22 家团体及陆晓晴等 22 位居民

骨干成为首批“合伙人”。

对“合伙人”有奖励

这两年，社区的“老漂族”（随儿女迁

居的老人）越来越多。由于没有熟识的

朋友，且方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等，

导致他们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如何让“老漂族”快乐起来？借助

“合伙人”的力量，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服务，让他们既扎下根来，也安下心

来。例如，由社区出场地，“合伙人”桐庐

爱宁为老服务入驻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

心，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料、健康咨询等

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合伙

人”萧山区城区社区学校，开展“老漂族”

社区融入项目，开设了葫芦丝、声乐、舞

蹈等课程，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业

余生活。

周大妈是社区里一名“老漂族”，曾

经因为人生地不熟而感到孤独。自从加

入社区的葫芦丝班，她不仅结交了一群

老伙伴，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还主动报名

当上了楼道小组长。因为热心社区公

益，前不久，她被社区推选为“最美天悦

人”，成为了“合伙人”。

“对于‘合伙人’，我们出台了奖励机

制，例如优先评选为‘最美天悦人’，优先

获得社区老年大学免费课程名额等。”高

建瑛介绍说。

“合伙人”服务不断拓展

随着越来越多居民成为“合伙人”，

社区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氛围日渐浓厚。

“春江悦茗、风情雅苑两个小区周边

断头路多，需绕道才能到地铁站，对上班

族而言很不方便⋯⋯”在一次小区楼道

长会议上，有居民骨干向社区反映。很

快，在社区、业委会、物业、居民“合伙人”

等多方协商下，开通了公交地铁接驳线，

将原先 20 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三四分

钟，大大方便了居民出行。

“居民成为‘合伙人’后，开始关注社

区事务，主动了解社区建设，成为了社情

民意的收集者、协商议事的参与者。”高

建瑛说，“凡是社区遇到重大决策，我们

都会邀请居民‘合伙人’全程参与。”

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进

驻天悦社区微型消防站，认领了“全家总

动员”消防安全项目；拱墅区创想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运营百姓健身房，提供普惠

性健身服务，年费仅需 365 元⋯⋯从理

发修理、为老服务到消防早教、矛盾调

解，如今，“合伙人”的队伍不断壮大，服

务内容也在不断扩展。

“我们每月召开一次‘合伙人’联席

会议，围绕需求清单和空间清单展开，社

区提出需求，‘合伙人’认领项目。”高建

瑛介绍，“对群众有益的项目持续运行，

不受欢迎的就及时更新或淘汰。”

社区有了“合伙人”，个个抢着认领项目

“资源有限，居民需求无限；人手有限，服

务要求无限”，这是当下困扰融合型大社区的

普遍难题。居民结构复杂、文化多元、诉求多

样，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难以适应。天悦

社区创新的社区“合伙人”模式，为融合型大

社区治理探索了有效的破解之道。

万人社区千般要求，即便十几个社工没

日没夜地干，也很难“干得成”“做得好”。天

悦社区创新的“合伙人”模式，首先破解的是

缺人、缺钱、缺资源的问题。它搭建了一个

“人人都能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聚拢了社

区里几乎所有的治理主体，不仅有社会组织、

公益组织，还有商业体及居民个体，形成了党

组织聚力、社区居民精英助力、社会组织协同

的社区工作新局面。其次，它构建了“诉求共

商、资源共享、平等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通

过资源性合伙、公益性合伙、共建性合伙和项

目性合伙四种灵活的模式，让不同的主体找

到与社区工作的结合点，从而发挥各自特长

和资源优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力参与

到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项目中去。

我们看到，通过成为社区“合伙人”，天悦

的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有了更强的存在感和

责任感，一些社区难以解决的治理问题也迎刃

而解。例如，社区创新议事机制，畅通信息渠

道，挖掘小区楼道长、网格员、退休党员、居民

骨干加入“合伙人”队伍，发挥他们的带头效

应，激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

性。以往社区治理中的“出题者”“旁观者”，如

今正成为社区治理的“解题者”“主人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拓宽基层各类

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健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天悦社区已经迈出了发展与治理深度融合的

有力一步。我们也期待更多社区可以从中找

到灵感，因地制宜创造更多好经验好做法，惠

及更多百姓。

“合伙人”模式
让人人都能参与社区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