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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苑社区靠近南门街有一段 500 多米长
的“韩国风情一条街”，每到傍晚，李红梅的“火
石情”店铺内就会坐满顾客，他们有的盘坐在棉
垫上，有的直接坐在凳子上，有滋有味地品尝着
韩国料理。“今年疫情没影响生意反而比以前更
好了，这不我们又扩大了规模，店铺由原来的 5
间增加到了 15 间。这都得益于社区为民办实
事。”李红梅说。

南苑社区聚居了300余名韩国人和897名朝
鲜族人，在此自主经营的商铺店主中，80%以上
为朝鲜族人，形了一条以韩国美食、服装、彩妆、
超市等为主、独具文化特色的商业街区。文明创
建、垃圾分类的深入推进，对街区管理、文化融
合、商业活力、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
时，受疫情影响，街区的商业活力和可持续发展
都遇到瓶颈。

为推动街区更好发展，南苑社区党委启动“街
区共创”计划，通过自下而上的街区营造，把街区
的房东、商户、管理者、消费者链接起来，形成一个
更具粘性的共益社群，促进街区的共融。

首先，南苑社区党委搭建了居民议事平台
——幸福咖啡馆，定期邀请社区负责人、街区管理
者、商户代表、房东代表、消费者代表、社会组织、
网络媒体、专家学者等群体，以“世界咖啡馆”等开
放式讨论形式，“一期一主题”共商街区改造、文明
创建、商业活力等街区营商环境优化之策，共同为
街区治理“发声”。

征集到了街区品牌——南山里；商定垃圾
街区提升方案；建立了全市首个街区党支部、选
聘党员商户担任红色街长；制定了街区公约；通
过“一码通管”对商家、房东实行十二分制星级
管理……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一个个“金点
子”得到了落实。现在的南山里，已从餐饮街变
成网红打卡地，南苑社区也从城中村变身为国
际社区。

根据全市70%韩国人和朝鲜族人居住在社区
的实际，南苑社区党委积极探索“以外管外、以外
调外”治理模式：成立中外居民自治委员会，吸纳
韩商会成员、朝鲜族志愿者等参与纠纷调处、生活
服务、文化传承等，打造国际老娘舅工作室，常态
化开展语言翻译、商贸联络、电商培训等服务。组
建了一支由30多人组成的韩国人和朝鲜族人志
愿者队伍，他们组织韩商无偿献血，向韩国友人宣
传垃圾分类，参加社区出租房消防安全夜查，成了
社区各项工作的“韩语翻译大使”。

“南苑社区作为一个人口结构复杂、民族文化
多元的融合社区，治理的关键就是‘开放’。我们坚
持治理思路开放、治理主体开放、治理项目开放，
致力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社区’，让这里的
每一个居民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社区治理从

‘独角戏’变成了‘交响曲’。”江东街道党工委书记
龚卫兵表示。

一次次活动传递着守望相助的浓浓情意、一
张张清单见证着永不懈怠的拳拳初心、一个个项
目践行着共建共享的美美理念……未来，南苑社
区将继续打造“中外携手”治理矩阵，建设“出入相
友”温情家园，擦亮“幸福凝聚”党建品牌，让城市
因人而生动，因治理而续航，因精细而美好。

拓宽治理“开放空间”
“独角戏”变“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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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
城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城市社区新兴业态大量涌
现、人员结构日趋复杂、多元
文化不断交织，对全市城市基
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
的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加强
党的领导，统筹推进城市基层
党建，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

近两年来，江东街道南
苑社区党委以“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为工作指引，深
入实施城市基层党建“双
融双创”工程，创新“幸福
指数”党建工作品牌，汇聚
“幸福力量”推进群众服务
和治理创新，打造出了有
人情味、烟火气、国际范的
南苑社区党建联盟，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提升。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苦于手中缺少公共资源的冯震
林长长松了口气，从 2019 年 3 月开
始，他拥有了一群“结义兄弟”，从此
告别了烦恼已久的“单打独斗”。

冯震林是南苑社区党委书记。当
天，市政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天祥
医疗东方医院等 3 个居民区党支部，
以及 4 家群团组织、8 家驻区单位和
12 家社会组织与南苑社区党委共同
组建成了南苑社区“大党委”。有了社
区辖区内这些“外援”单位，冯震林一
下子感到压力减轻了许多。

“小马拉大车”是社区管理面临
的第一难题，南苑社区亦如此。“南苑

社区现有户籍人口 4000 余人，外来人
口8500余人，而我们只有7名社区工作
者，想要管理服务好这么多人，显然心
有余而力不足。”冯震林说，社区有好多
家共建行政、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但我
们与他们隶属不同系统，相互之间没有
重大工作很少联系，彼此之间条块分割
明显，想要借力很难。

如何改变社区党建“封闭单一”的
传统模式，把区域内外关系互不隶属、
层级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各类党
组织链接起来、联动起来，构建更加开
放、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有效的社
区党建新格局？

南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组织优势，打破行政壁垒、拆除封
闭藩篱，组建了3个居民区党支部、4家
群团组织、8家驻区单位和12家社会组
织构成的城市区域党建联盟，并吸纳 6
名共建单位、驻区单位、业委会、社会组
织等负责人担任社区兼职委员，以做大
社区“朋友圈”的方式集结更多力量，充
分释放区域共建效能，加速形成“1+1>
2”的聚合效应。

“大党委”决定，每月 10 日召开党
建联席会，聚焦社区党的建设、社会治
理、服务群众、矛盾化解等共商共治；推
行兼职委员履职清单，年初人人都认领
3~4 个项目干，增强社区工作力量；建
立共建契约化联盟，开展双向服务，增
强社区与单位之间的粘性。

在第一次党建联席会上，社区最
棘手的“马路劳务市场”管理难题就

“抛”了出来。来自市公安局的兼职委
员提议“安装监控设备对车辆进行违
法抓拍”，来自行政执法、人社局的兼
职委员现场协商开展联合整治，来自
共建单位政协办的兼职委员牵引 58
同城开展务工人员就业培训、在线招
聘；同时，社区对接韩商会积极发动
街区商户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大家形成合力，堵疏结合，彻底解决
了这一“顽疾”。

10 余年未修剪的树木得到全面修
剪、停车难问题再也不用发愁……“大
党委”为社区居民解忧帮困的事例数
不胜数，如今这里的“大党委”推动了
社区自治主体多元化，已成为居民心
中的一面旗帜。

建起社区“大党委”壮大党建“朋友圈”

“社区党员干部办事真靠谱。这算
是我家的私事，我原本担心他们不会
来帮忙，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住在
这里真幸福。”这是南苑社区居民赵大
爷的真实感受。

赵大爷所住的这幢楼，雨水管因
老化等原因断裂，雨天漏水严重，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在社区联系党员走访
赵大爷家时，赵大爷反映了这一问题，
希望社区帮忙修复管道。接到居民反
映后，社区干部马上联系工程队，没过
几天水管就“复位”了。

这样的快速解决，得益于南苑社区
创建的“幸福来敲门”工作机制。

和合、和谐、和睦是社区生活的主
题，抓城市党建就是要让老百姓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那么，如何把需求、资
源、项目“三张清单”落到实处？

南苑社区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
导向，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基础上，创新

“幸福来敲门”工作机制，建立了“幸福问
卷—幸福来敲门—幸福议事会—幸福连
连看—幸福微实事—幸福报告—幸福评
议”的“幸福指数”工作闭环，让服务项目

化、项目精准化。
“在党员联系走访时，党员志愿者将

‘您好，我是党员’的问候改成了‘您好，
我们是幸福来敲门’，这一改变更拉近了
党群之间的距离。”冯震林说，幸福之门
敲开以后，接下来就是征求民情民意，递
上“幸福问卷”，再将收集的居民需求与
整合的资源清单进行“幸福连连看”，形
成“幸福微实事”的项目清单，以服务社
区群众。

从“幸福问卷”到“幸福报告”，社区
将组织建设、平安维稳、文体活动、生活
服务等工作整合串联，形成一套工作闭
环机制，通过年底党员和群众评议产生

“幸福指数”，评价本年度居民对社区工
作满意度，同时又对下一年度社区工作
重点和目标实现精准导向。

除了解决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社区还积极整合辖区内外党建资源，构
建由共享、平安、生活、健康、文化、精神
等 6 个次级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工
作体系。以每年 20 万元党组织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为保障，针对居民不同年龄
层、不同性别、不同文化层次，常态化开
展“小小幸福体验官”、“幸福会诊”、初
心故事会等服务项目，项目数量从个位
数变成百位数，打造了“幸福凝聚”党建
工作品牌。

来自一份民意测评报告显示：南苑
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从2019年的88%
上升至2020年的95%。这上扬的数据背
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社区开
展城市党建工作的成就感。

落实“三张清单”加载居民“幸福指数”

“大党委”党建联席会。

中韩文化节。

“幸福来敲门”活动。

韩商参与社区治理。

全新打造的南山里街区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