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博物馆里!华阳棚户区实景模型和典当弄弄口造型让老人们回忆起当

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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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前，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主
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从长宁区华阳街道起
步，迅速推广到全市，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
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起点。
今天，在绿荫掩映、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山公

园里，诞生了“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余
幅照片、$""余件实物、%""余件艺术品—————仿
佛穿越时光隧道，已经退出大多数上海人家的
煤球炉、马桶、大草帽、摇铃，还有雨日解决低洼
地积水问题的抽水机、曾经的拆迁基地上拆下
来的门牌，记录过居民生活的老相机、老党员关
心照顾独居老人的老照片等，再次还原“凝聚力
工程”的“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
家心”走访活动，更展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广
大党员干部身体力行诠释了躬行群众路线，就
是要始终把群众装在心中，时刻把群众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
如果说“凝聚力工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

天大树，那么博物馆中每一件物品、每一张照片
背后的故事都印证了这棵树如何从一颗种子到
生根发芽，再到开花结果的蜕变。

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全面展开。如何践行群众路线？如何切实解决群众
所思所盼所忧所急的问题？走进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每件展品背后都有一段佳话，
长宁区用20年“凝聚力工程”的生动实践带来了一些启示———

躬行群众路线 真情凝聚力量

! ! ! !博物馆一个玻璃展柜里放着几本华阳街道
原居委干部的工作手册，里面记录下了街道和居
委干部走访的社区困难群体，本子已微微泛黄，
上面的字密密麻麻。“当时觉得老百姓的生活太
苦了，就想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基层干部由这个
朴素想法开展走访活动，推动了“凝聚力工程”。
一位街道干部记录下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

事，她在走访社区一位癌症病人时，对方提出：
“我这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希望能满足。”街道
干部回单位后发现照相机坏了，东借西借，$天
后当她端着照相机上门，病人却已永远地走了，
这件事让街道干部内疚了好久。这件事，在街道
干部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为老百姓服务要关注
“细节”、注重效率。于是，街道对走访对象细细
梳理后，又扩展为 &类人群：特困老人、下岗职
工、动迁居民家庭、癌症患者、“两劳”释放解教
人员、回沪知青子女家庭、单亲子女家庭等。
时代在进步，“凝聚力工程”从物质关心为

主到如今逐步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住棚户区的
居民、下岗职工少了，但居民家的门却难进了。
电子走访日志应运而生，博物馆里的一块电子
演示屏显示了居委干部进楼组走访的“电子笔
记本”。这又是华阳街道的一项创新———利用电
子网络将触摸民意的“触角”不断延伸，居委干
部需要每天录入走访情况。它涵盖了辖区内全
部实有人口，将社区'"""多名特殊人群细分为
残疾人、独居老人、刑释人员等&个类别：重症精
神病人、高龄独居老人每周探望一次；闲散青少
年每周上门一次，了解求学求职进展……一旦
没有按时完成“家访”，“日志”就会亮起“红灯”。

! ! ! !展品中有一部看似普通的电话，但仔细一
看，上面的按键都设置得较大，并有相应的键
对应“亲情”“睦邻”“平安”等。这是仙霞街道为
适应视力退化的老年人量身定制的“一键通”，
一旦老年人有事情需要寻找子女，只要拨通
“亲情”键，就会拨打子女的电话。遇到紧急情
况时，可以按下电话上的“()(”键，不但会发出

警报声响，同时还会自动拨通子女的电话，不
断呼叫。

住在虹仙小区 '*" 弄的叶老伯便是被
“睦邻”键救回了性命，有次半夜叶老伯病发，
危急关头，“睦邻键”唤来了隔壁邻居，一位开
出租的老师傅火速把他送到医院。
随着社会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凝

聚力工程”顺应而为，延伸了服务对象。博物
馆中一块电子屏全方位演示了长宁市民热线
&+!$#'所涵盖的“包罗万象”，热线将原先 #

大类 *"条热线整合成一条热线，#'家职能
部门联动、!#小时全天候接受群众咨询、建
议、举报和求助。电话受理后，实行 !天内先
行回音、*至 $"天内限时办结，热线还向市
民作出承诺：有事找政府，事事有答复，件件
有成效。

! ! ! !“凝聚力工程”从华阳街道延伸到全区，很
多居民们有了“凝聚力”情结。博物馆里竖了块
“感恩石”，很多居民在此拍照留念。“感恩石”
的右侧有几行小字：“以此感谢居民区党组织
和居委会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落款写着：
“虹储小区居民立。”这是件复制品，原物在虹
桥街道虹储小区的花园一角，这是居民自发集
资立起的“感恩石”。

!""*年 &月，虹储居民区党总支征求群
众意见，“三水”（即水管腐蚀严重造成供水不
畅!自来水变味"下水道老化阻塞!雨季污水

泛滥"空调无滴水管道!滴水引起邻里纠纷）
问题意见集中。小区建成 !+年来就没更换过
自来水管，下水道也由于地面沉降，变形堵塞
严重。居民区书记朱国萍彻夜未眠，她向街道
汇报了改造工程预案，并着手征求小区居民
意见。一封致小区居民的公开信随同意见征
询单送到居民手中，&&!的居民同意改造。在
业主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了“三水”改造工

程。朱国萍还争取到煤气公司配合，乘着“三
水”管道改造施工，将煤气管道一并更换。虹
储的“三水一气”工程胜利竣工，居民群众自
发捐款筹资，在小区给党总支立了块“感恩
石”，给朱国萍等居委干部戴上了大红花。
“感恩石”镌刻的是“凝聚力工程”!"年的

一个缩影———党员干部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
上，也换来了老百姓的真心。正如华阳社区“三
老”谈心站站长张鑫伯的朴实回答：“我们是凝
聚力工程的受益者，街道对我们这么关心，我
们自然也要回报。”张鑫柏刚搬来华阳街道的
时候，由于居民和开发商之间有矛盾，楼道中
的电梯十几年都没有开过。在尝试各种途径都
没有结果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去华阳街道居委
会试试。没过多久，电梯开放了，困扰大家十几
年的问题彻底解决。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后，张
鑫柏也开始积极地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社区干了十几年没拿过一份补贴。”

时光流逝，从“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

发展到“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凝
聚力工程从社区街道拓展到楼宇，从体制内
拓展到体制外，从凝聚群众走向凝聚企业。长
宁区在全区 %',幢楼宇和 '栋商务楼（园区）
中开展创建“六个便利”服务示范点工作，建
设包括午餐、住行、保健、法律、文化、休闲、学
习等 $&个重点服务项目。尤其是针对白领吃
饭难、交友难等实际困难推出的白领午餐、白
领交友便利，还为长宁留住了“去意已定”的
世界 *""强企业。

这些企业感恩奉献，回报社会，主动融入
社区，参与社区服务。晨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有一张公司的义工大队在中山公园为市民
维修手机的照片挂在博物馆里，这是长宁区
众多“两新”企业回馈社区的一个缩影。
截止到今年，长宁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已

有区会员单位 %$+家，%"个社区分会共有会
员 %!#+家，组建了一支有近万人参加的义工
队伍。有 %,*"家单位参与了“百企帮百家”的
帮困活动，帮困金额达到 #,"余万元，调动了
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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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外景 长凝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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