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嘉定睦邻总体推进稳中有进，
亮点频出，街镇的睦邻品牌创建也
特色鲜明，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
各街镇紧扣嘉定睦邻这一主题，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深度挖掘自身
的文化脉络、发展目标、社区特点、
居民共识，积极创建属于自己的睦
邻品牌、街镇名片，指导社区居委
会争创各自的睦邻特色项目。经过
多年的实践、反思、积淀，一镇一品
牌，一居一特色的睦邻品牌格局逐
步形成。

嘉定镇街道的睦邻点!

社区居民的联心点
嘉定镇街道是嘉定区最早的街

道，管辖 !"#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现有社区居委会 #$

个。'()$年首创社区睦邻点，按照“三
个自”（设立由居民自觉发起、成员由
居民自发组成、活动由居民自行设
计）、“四个缘”（地缘、业缘、趣缘、志
缘）、“三个一”（一个发起组织者、一间
活动室、一本活动记录台账）、“三个
心”（爱心、公心、恒心）的模式建立居
民活动载体，已成为社区建设的议事
园、邻里和谐的温馨园、精神慰籍的
开心园、文化娱乐的快乐园、体育活
动的健身园、科普教育的学习园。通
过“睦邻点”建设，居民多重需求得到
实现，塔城路社区“曲苑之家睦邻
点”，成员都是曲艺爱好者，常在一起
欣赏和排练曲艺，并在社区舞台上
多次展示。基层民主自治得到显现，
桃园社区“老爸爸聊天室睦邻点”，成
员们经常热议小区建设，通过研究
商议，解决了曾经困扰小区西大门

上下班高峰通行难的问题。传统邻里
文化得到彰显，银杏社区“老朋友睦
邻点”，成员们相聚出游、聊天、读书、
看报，其乐融融，精神生活得到极大
满足，子女也非常满意。新市民融入
与服务得到体现，西大社区的“新上
海人睦邻点”，通过组织各类交流、融
合活动，强化新上海人这一群体的管
理与服务，促进社区和谐。

南翔镇"五众#

自治有新路
南翔镇结合实际，以群众需求

为出发点，围绕嘉定睦邻推出“五众
自治法”（众人走出来、众人说出来、
众人议起来、众人动起来、众人聚起
来），全面调动群众议事、管事、处事
的积极性，以主人翁精神融入社区
治理。以“五众自治”为抓手，由社区
党委牵头，分别在镇级层面和社区
层面建立“协会”和“理事会”，并逐
步打造“社区自治理事会*五众自治
协会*群英汇”的自治共治体系。目
前全镇共有社区 '+个，已成立自治
理事会 ,+个，下设 $+个专业委员
会，团队成员已达到 ,,-')名。搭建
综合平台，深化服务功能，依托“五
众自治理事会”载体，制定符合本社
区特点的协商议事法则，通过自治

微项目运作体系，有效地把人力、财
力、物力下沉至社区、居民自治理事
会，社区居民的自治热情被广泛激
发。丰翔社区的“爱分享自治理事
会”，每年自行组织开展爱心义拍、
社区年会、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加强团队
扶持，实现优势互补，通过组织联
建、发展联推、事务联办等方式，积
极培育有一定基础的社会组织。
如：助推南翔生活网，充分发挥其
新媒体先锋作用，扩大宣传阵地，
吸收青年人群。挖掘工作骨干，成
就群众领袖，全职太太宋妮娜“有
闲不任性”，将冬衣捐助活动从几
个人做成了全区知名公益团队。
依托信息化手段，打造智慧社区，
通过“小美南翔”综合服务微信平
台和智慧体验区，实现线上线下
社区资源、居民需求等多方面元
素互动的精细化智慧管理。

"阿拉一家人$!

社区一家亲
江桥镇作为上海郊区一个快速城

市化的大镇，常住人口 './.万，社区人
口可以称得上全市人口“花色品种”最
齐全、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近
年来，江桥以“阿拉学”、“阿拉秀”、
“阿拉帮”、“阿拉议”、“阿拉治”为主
基调的五个“阿拉”，开展丰富多彩
的睦邻活动。“阿拉学”：学说上海
话、学唱沪剧、学编织、学跳舞、学摄
影等；“阿拉秀”：秀特长、秀才艺、秀
技能等；“阿拉帮”：帮困、调解、妇女
维权、青少年关爱等；“阿拉议”：议
小区内民生、建设、保障、发展等重

大决策和居民切身利益的事件；“阿
拉治”：调动辖区学校、企业等各类
社会资源，提高人际交流频率，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开展社区治理。通过
整合社会化资源来回应居民的个性
化需求，使得居民重构社会支持网
络；通过跨区县、跨民族的交流和合
作，形成自助互助自治的能力；通过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加深对社
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各类人群
能更快地适应江桥，融入江桥，让阿
拉成为一家人，一家亲，共同构建和
谐稳定的“熟人社会”。

%客堂汇$&&&具有浓郁
草根特质的农村社会
管理新模式

徐行镇地处嘉定区东北部，现
辖 ,)个村、!个社区。'),'年初，立
足农村社区的形态特征，在传统的
客堂间里做起了文章，由此形成了

“客堂汇”这一具有浓郁草根特质的
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客堂汇”设
立联谊总会，下设 +个分会，分会各
自联系 '*-个村居“客堂汇”活动。
“客堂汇”重点开展三“大”活动：一
是围绕村规民约、环境整治、拆违等
村级事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大
讨论”，深入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二
是以传统节日为载体，组织开展厨
艺大比拼、手工艺品展评、“邻里一
家亲”等丰富多彩的“大活动”，进一
步拉近邻里关系。三是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组织开展“传承睦邻文化、
弘扬雷锋精神”等便民利民的“大服
务”，更好地凸显“客堂汇”为民服务
的功能。同时，依托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
“客堂汇”项目化运作，围绕 +大主
题内容，每年开展活动百余场次，吸
引 !)))多村居民踊跃参与。

! ! ! ! '),!年，上海将“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
课题”，深入调研并形成“,0+”系列
文件；'(,&年，一系列政策举措落
地生根，基层变化让人振奋。
早在 '(($年，嘉定区就开启对

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创新，历经
,(年培育发展，逐渐形成了居民小
区层面的“睦邻点”、社区居委会层
面的“睦邻沙龙”、街镇层面的“睦邻
会所”的三级枢纽式互动参与的网
络架构。
目前，嘉定区共有睦邻点 ,!1$

个，覆盖嘉定区 ,'个街镇 ',+个社
区居委会（含 '1个筹建居委会），涉
及时政学习、养生保健、文体娱乐、
矛盾调解、生活服务、公共事务等多
个领域，发展出全方位、立体化的嘉
定睦邻的网络体系，促进居民自治
和社区和谐。

居民需求 凝聚情缘
'(($年，嘉定镇街道银杏社区

一对空巢老人找到居委会，主动提
出希望在自己家中设点，开展邻里
活动。小提议，大潜力，催生了新的
社会治理创新载体———社区“睦邻
点”。经社区党组织的引领，睦邻点
由热心居民自觉发起、活动内容自
行设计、参与成员自由组合，从最初
志趣相投、类型单一，发展到涵盖地
缘、志缘、趣缘和业缘等类型。
地缘'同一或相近楼栋的居民

日常交流和互助关照，让陌生的邻
居熟悉起来，例如“谊邻之家”“邻
里有情”等睦邻点；
趣缘' 居民因兴趣爱好相近

而相聚，通过娱乐健身等更加亲
近，例如“歌声与微笑”“活力妈
妈”等睦邻点；

志缘' 志向相同的居民汇聚一
堂，讨论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追
求公益价值，让寂寞的楼道格外热
闹，例如“帮帮乐”“老娘舅”“手拉
手救助”等睦邻点；
业缘'相近职业、境况的居民聚

在一起互相慰藉，守望相助、心手相
牵，让困难的邻居幸福起来，例如“你
我同行”“心灵交流”“新上海人”等睦
邻点。

社区管理 协商自治
经过多年的沉淀，嘉定睦邻从

单纯活动，将触角延伸至社区层面，
“睦邻沙龙”将原有松散、单一的睦邻
点有机串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召开
联席会议、共建联建等形式，将社区居
民的关注与话题聚焦到社区公共事务
上来，形成公共议题，讨论公共事务，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居民自治，在议事协商方面“先

行先试”，针对整治群租、停车难、拆
违等社区治理难点，发挥引领作用。
例如，安亭镇红梅社区“帮帮

团”，由一群退休的阿姨自发组建，
在她们的倡议下，社区居委会借助
项目化运作，开展停车位规划、街心
花园改造、井盖涂鸦等，让老旧小区
焕发新颜；嘉定工业区凤池社区成
立“彩虹志愿者联盟商会暨责任区
自律联盟”项目，将沿街商铺纳入社
团化管理，凝聚骨干力量，共同参与
社区建设，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
参与”，从“要我做”转向“我要做”，
解决沿街商铺扰民问题。

街镇特色 品牌升级
依托睦邻品牌，街镇层面成立

“睦邻会所”，是对嘉定睦邻的丰富
和升级，为嘉定睦邻提供咨询、指
导和服务，共议共谋、联合联动，开
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活动，推动嘉定
睦邻的有序发展。

例如，进一步拓展“大睦邻”维
度，党建引领睦邻点建设发展。嘉
定镇街道以“睦邻党建”为切入
点，有机整合 1,家区域党组织，实
行理事会负责制，对区域发展方
向、党建重点工作、协商合作项目
等内容协商共议，形成了平等合作
的睦邻党建模式；嘉定新城（马陆
镇）“23 家行动”依托新城党建联
合体，形成党建引领下“社区成员
代表大会、社区共治委员会、社区
专项工作组”三位一体的社区共治
网络，充分发挥党组织带动、党员

示范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居民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菊园新区则将区
域化党建资源注入楼组微小细胞，
携手辖区单位开展共建联建。

此外，新成路街道“邻里节”系
列活动、真新街道“和睦邻里 幸福真
新”家庭文化节、外冈镇“老大人”、华
亭镇“--)”工程等品牌活动，调动居民
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构建真正基于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睦
邻体系。

睦邻网络 机制突破
十年发展，睦邻点、睦邻沙龙、

睦邻会所从下至上形成纵向睦邻体
系，下一步将在区级层面筹建睦邻
联盟，进一步完善睦邻网络。

从 ')#-年开始，嘉定区每年举
办以“和睦邻里·幸福嘉定”为主题
的嘉定睦邻节，由两个街镇承办开
闭幕式，通过设计居民喜欢的睦邻
主题活动，如：绿动城市、礼乐礼仪、
一家一菜、爱家爱驾等，展示多样性

居民自治的实践成果。此外睦邻节
突破传统承办的主体，社区居民成
为组织活动的主力，居民自愿自发、
开展学习交流互动，实现政府从台
前走向幕后支持，居民从旁观成为
主角，企业从排斥到主动参与。突破
传统意义的睦邻，由门对门的睦邻，
转变为社区与辖区单位、社区与企
业、区与区的“大睦邻”互动模式，构
建起“社区一家”邻里氛围，凸显新
时期睦邻文化内涵，引领助推社区
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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