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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变小：
治理单元逐渐细化

在武昌区南湖街道都市桃

源社区，总能看见有人在小区绿

地里忙碌。曾经的杂草地、废物

堆，已变身上千平方米的中心花

园；竹林掩映的墙壁上，画着憨

态可掬的熊猫；安装了喷泉的水

池里，锦鲤正悠然自得地游荡。

2022年以前，这个老百姓家
门口的“口袋公园”，却是另外一

番景象。都市桃源社区党委书记

甘利蓉介绍说，小区 2005年交
付使用不久后，小区里的景观池

就因管理问题被闲置。“干涸的

池塘被淤泥堆满，晴天生灰扬

尘、雨天泥水横流，附近居民出

门都要绕着走。”

让这片荒地发生蜕变的，是

住在 14栋的居民们。最开始，看
到荒地空着可惜，有人开始尝试

锄草种花，随着环境开始改善，前

来参与绿化的居民也多了起来。

三分种，七分管。为了鼓励

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都市桃源

社区推广让党员干部轮值管书

屋、社区能人轮值管鱼池、志愿

者轮值管花园的办法，还在小区

开辟了红榜公示栏。“贡献上红

榜、感言有公示、成效进小区，参

与者都有满满的幸福感。”该社

区居民张启志说。

都市桃源社区小妙招撬动了

社区大治理：通过激发出社区党

员群众、下沉单位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解决了“居民不满意、政府

没政策、物业没资金”的城市居民

小区发展困境，推动基层治理良

性循环。而小区居民共同参与的

微改造，也让原来“相见不相识，

邻里不往来”的现象有所改观，促

进了邻里间的往来和交流。

这是武昌区探索基层治理

新路径的缩影。

2022年 6月，湖北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部署开展美好环境与

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工作。作为试

点城区的武昌区开始了探索实

践。随着主题教育和“四下基层”

的逐渐深入和常态推进，需求在

一线收集、问题在一线解决、机

制在一线建立，成为全区上下的

共识和行动。

全区 26名区级领导，区直
部门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中坚

力量，“面对面”了解群众所思所

盼，下沉政府资源，激励引导“大

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有效撬

动了群众参与自治的热情，摸索

出一批解决群众关键小事的小

妙招、小处方，推动了基层治理

体制机制的创新，越来越多的改

变在各个社区发生。

2023年 12月，武昌区南湖
街道华锦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一

楼“幸福食堂”的招牌被装修工

人点亮，围观的老人们开心得笑

眯了眼。像社区食堂这样关系居

民幸福感的大小事，大家商量着

办，早已是华锦社区多年传统。

“我们在社区 96个楼栋群
发布消息，召开多次居民议事

会，通过居民投票的形式，从 4
家参与招标的供应商里选定了

合作伙伴。”华锦社区党委书记

周林解释道，大家的事大家说了

算，居民也有了归属感，主人翁

意识不断提高。

近年来，华锦社区尝试着将

“大网格”细分成“小邻里”：五家

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格、五格

为网。“网”里有了党支部、“格”里

有了党小组、“里”里有了党员中

心户、“邻”里有了党员居民骨干。

武昌区的首批“邻里长”应

运而生，街坊们走出家门，在基

层党组织引导和带领下，参与所

在小区的规划和社区治理。

武昌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南湖街道探索在基层

治理中让人民群众发挥治理的

主体作用，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

事务，从“要我干”变成了“一起

干”。党组织“一贯到底”，完善党

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这个成功

尝试，很快在武昌全区复制，并

成为聚民意的“黏合剂”。

为进一步优化基层治理，武

昌区创新打造“组邻为里、精细网

格”的治理体系。按照楼上楼下、

左邻右舍 10到 20户标准，武昌
区将全区 568个小区(片区)、1272
个网格，划分为 2.5万余个“小邻
里”，发动党员群众骨干等担任

“邻里长”，形成“网格长—楼栋

长—邻里长”三级网格治理架构，

打通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社区的治理半径过大、服

务难以均衡下沉；网格又缺乏空

间感受和情感认同，难以开展居

民自治。”通过进一步划小治理

单元，实现了服务供给和居民需

求的精准高效对接，解决了过去

治理不够精细、骨干力量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邻里关系不够熟络

等问题。

“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

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湖

北省政府咨询委员秦尊文说。通

过进一步调动先锋模范参与社

区治理的积极性，实现服务供给

和居民需求的精准、高效对接，

让居民的大事小情都能在“小邻

里”中找到解决路径，是深化共

同缔造工作的生动实践。

由小变大：
治理队伍不断壮大

“一半书香一半烟火”，这是

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昙华林景
区的鲜明标签。汇集了 52栋优
秀历史文化建筑、150 余家古街
商户、3000多户居民，这里早已
成为武汉最具人文底蕴的文旅

新名片。

纷至沓来的游客多了，附近

近万名居民却有了新烦恼：文化、

商业空间拓展，居民想搞锻炼、社

区想搞活动却没了去处。在社区

召开的一次共同缔造联席会上，

收到居民无处健身锻炼的“吐槽”

后，共建单位代表、居民代表等多

方主体共同谋划，集思广益。社区

积极链接下沉单位资源，将一间

废弃已久的废旧库房改造成一处

“家门口的健身房”。

如今，社区居民自发捐赠了

一批健身器材，还成立了社区乒

乓球爱好者协会，专门负责这个

健身房的管理，用“每人每天 1块
钱”的会费维持水电等基本支出，

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加强城市基层治理，重心在

社区，核心是人。据了解，武昌区

一方面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

系，夯实治理“基本盘”，保障社区

党组织有力量、有能力领导基层

治理；另一方面发挥群众力量，将

能人治理与人人治理有机结合。

作为一个新建的超大型商品

房社区，百瑞景社区常住人口超

过 2.5万人，八成居民来自外地。
武昌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在全市统筹考虑下，武昌

区从区级向街道增加了 419个编
制，街道编制从平均 40个增加到
72个。建立起社区工作者“四岗
十八级”序列、出台配套保障办

法，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目前社

区工作者月均工资 4000元以上，
还打通了事业编制的晋升渠道，

努力让人留得住、干得好。街道从

曾经的“行政末梢”成为基层治

理、资源调配的中枢。

现在，百瑞景社区的社区工

作者达到了 28人，平均年龄 31
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46%。
“社区靠群众，群众靠发动，

发动靠活动。”王涯玲说，要想发

动和组织居民，首先要把他们

“请”出门，要以兴趣邀约，挖掘

“能人”“才人”，孵化社会组织，

培育居民的共同精神，最终才能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百瑞景

社区爱心跑团的现任团长喻俊，

就是王涯玲眼中的“能人”。

偶然的机会，王涯玲发现喻俊

曾参加过多项马拉松比赛，是一名

优秀的资深跑者。正好小区里也有

不少人跑步锻炼，王涯玲就提议让

他给居民们讲一堂跑步健身课，传

授避免运动损伤的经验。

上了几次课以后，就有居民

提出，兴趣相同的跑友可以成立

一个跑团，于是王涯玲建议，跑团

命名为百瑞景社区爱心跑团，不

仅跑步健身，也可以邻里互助。

“为了发动大伙，我也跟着

跑团每周六早上晨练，从跑 1公
里都气喘吁吁，到现在一口气能

跑 7、8公里，我的体能也跟着社
区的治理力量一起成长。”王涯

玲笑着说。

随着社区活动的不断开展，

有共同兴趣的居民逐渐找到了组

织，跑团人数逐渐增加到 300多
人。接触多了，喻俊和跑友们对社

区工作的认识也大为改观，成为

了社区工作的一支“生力军”。

“许多人不理解社区工作，

重要的原因是从未参与其中。只

有用合适的方式搭起桥梁，才能

让‘陌邻’变‘睦邻’，实现社区和

居民的‘双向奔赴’。”喻俊深有

体会地说。

现在的百瑞景社区，根据居

民各自专业特点分组，从事健康

服务、法律咨询、教师服务等项

目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以

“百事帮”为品牌的志愿服务，已

经成为社区乃至武汉市的一张

闪亮名片。

凝聚新生力量
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

沿中北路一路前行，商务楼

宇鳞次栉比，300 多家金融机构
落户其间，这里是武昌区的金融

“绣带”。

作为其中的“头部”，长城汇

写字楼最近刚完成地下停车场改

造，新增的 80多个车位，是专门
为隔壁姚家岭社区居民预留的。

“社区中有些小区没有停车

场，过去 100多辆私家车长期停
放道路两边。”2023年 2月，姚家
岭社区书记袁学刚向隔壁的长

城汇“求助”，很快达成并通过共

享停车场的规划。这样的麻烦

事，长城汇为啥答应？

2022年 6月，长城汇楼宇成
立了武昌区首个实体楼宇党委、

首个楼宇理事会，经常和姚家岭

社区开展共建活动，组织双方越

来越熟络。去年底，楼内的一家

白领食堂因为节假日客源不足，

经营遇到困难，社区出手引入居

民客源，缓解了其经营压力。

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

构建基层治理的共同体。甲级写

字楼与老旧小区的“双向奔赴”，

同样是武昌区探索集聚区和社

区融合发展的一个创新之举。

2023年开始，武昌区结合产
业布局，成立了华中金融城服务

业集聚区综合党委，覆盖中北路、

中南路等片区的 35座甲级商务
楼宇，通过共同缔造的理念，不断

探索“楼宇自治”新方式。

截至目前，全区共成立 17
家楼宇理事会，开办 12个楼宇
托管班，广泛开办企业家沙龙，

通过服务提升，不断促进资源整

合、要素流通，放大楼宇经济的

集聚效应。

在密集的楼宇间，以外卖小

哥、快递员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

人员分散、流动性大，如何将新

就业群体组织起来是一个难题。

仅在武昌区南湖街道，就拥有超

过 600名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新
就业群体。

为了让小哥们有更好的工

作和休息环境，2022 年 3 月，南
湖街道 3次召集饿了么、美团、
顺丰、京东等十余家企业，共同

商议驿站建设问题。经过多方调

研，位于南湖花园城商圈的“泛

悦坊”脱颖而出，这里地处商圈、

交通便利，是最佳选择。

得知消息后，“泛悦坊”开发

商南国置业当即提出：无偿将泛

悦坊一间年租金 30 万元的 100
平方米临街门店拿出来。接着，

区卫生服务中心送来了医疗箱，

科协送来了智慧屏幕，工青妇群

团组织提供书籍、工具箱，中商

平价、刘胖子、粥满堂等爱心企

业捐赠面包、饮料……各方参与

驿站建设。

当年 4月，湖北省首家新就
业群体服务驿站建成投用。小哥

们不仅有 24小时可以歇脚的据
点，更有了心灵上的依靠。

“有了驿站作为载体，小哥们

不仅是居民的护“胃”人、摆渡人，

更成为基层治理的‘千里眼’和

‘轻骑兵’。”南湖街中央花园志愿

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淑静说，通

过在驿站引入群团组织和社会管

理资源，逐步形成“街道统管、社

区协管、社会组织助管、企业联

管、小哥自管”的驿站共管机制，

接单抢单的“快手”开始成为基层

治理报事报案的“尖兵”。

2023年 9月份，饿了么骑手
郭飞在送餐途中，发现南湖街道

大华公园世家小区门口，一块下

水道井盖不翼而飞。他第一时间

通过“武汉微邻里”小程序上报，

第二天问题就得到解决。

驿站不止让小哥们的心田

得到温暖，还火了商圈经营、赢

了居民口碑。在驿站的影响下，

“泛悦坊”日均客流由原来的 1.6
万人次，提高到现在的 2.1万人
次，商圈销量更是翻了两倍。

这是武昌区 15个新就业群体
服务驿站的缩影。新就业群体，正

汇聚成一股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

“一条线”到“一股绳”，大家事、

大家议，大家干、大家管，以“共

同”的方式“缔造”美好家园，武

昌正在全域形成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下一步，武昌区将用好用活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

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五共”理

念，推动整区试点全覆盖，把“共

同缔造”理念向创新驱动、商务

楼宇、民族统战、古城更新、基层

党建等多个领域延伸，变“你”和

“我”为“我们”。 （据半月谈网）

凝聚“小邻里”，激活“大治理”

湖北武汉武昌区深耕“共同缔造”打开基层治理新格局

”

“基层治理单元如何优化？ 群众参与活力如何激发？ 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提高？作为湖北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试点城区，从 2022 年 6 月试点
工作启动以来，武汉市武昌区把治理与服务 、治理与建设相结
合，因地制宜进行创新和探索。 记者在多个社区蹲点调研发现，
随着“共同缔造”理念的逐渐深入和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大，武昌
正通过聚合民力，回答城市基层治理“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
题，激发出“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