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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城市温度

齐悦国际社区“姊妹花”议事会在调解
邻里纠纷。

老人在新华社区长者食堂前排队等待进入食堂就餐。

“动力积分”
使长者食堂差异化发展

城市由社区组成，不同的
社区情况各异，社区治理关联
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既需动脑
筋，又要接地气。

张店区委书记郭庆告诉记
者，张店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措施，坚持组织群众、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各类群
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
性，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通
过区分各类社区的不同情况，
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式，推动
了社区治理有序高效。

在常住居民6000余人的
张店区车站街道新华社区，82
岁的李淑梅是一位能人，因为
这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以她的
名字命名，叫“李淑梅长者暖心
志愿服务队”。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每天早晨六七点钟，李淑梅老
人都会带领10余名志愿者来
到社区长者食堂义务劳动，择
菜、洗碗……忙得不亦乐乎。

新华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城
市社区，居民大多是新华制药、
铁路系统退休职工，常住居民
6000余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
人占比近1/3。

社区长者食堂是2020年8
月投入使用的，目的是为了解
决社区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
而长者食堂的设立方式，则透
露基层党组织的“智慧”。

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李冲告诉记者，为解决
老人吃饭问题，社区以场地换
服务的方式建立了长者食堂，
由社区提供阵地，“合伙人”提
供服务，降低了服务成本，把实
惠让利给社区居民。

“按照政府规定60岁以上

老人一餐补贴2至3元钱的标
准，长者食堂既提供堂食，也提
供打包服务，同时，针对一部分
家庭困难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推
出‘暖心两元餐’，由志愿者送
餐到家。”

李冲介绍说，目前，社区长
者食堂日服务人次已达到300
余人次，同时为36户失能、半
失能和残疾家庭提供“暖心两
元餐”。

而由于长者食堂每日的服
务人数较多，食堂方面人手有
限，李淑梅老人便与关系要好
的老街坊们商量着做点事，大
家一拍即合，很快便成立了一
支志愿服务队。

在李淑梅老人的带动下，
这支长者暖心志愿服务队的队
员越来越多，而为了鼓励队员
们的这一善举，新华社区为每
一名来长者食堂参加义务劳动
的老人都设立了“幸福动力积
分卡”，老人们可凭积分卡换取
各种奖励。

“如此一来，不仅社区里有
劳动能力的老人的积极性被彻
底调动了起来，还有效地监督
了菜品的质量，社区也从老旧
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探
索出了长者食堂健康养老的新
模式。”李冲说。

居民联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是直
接面对群众，事务琐碎复杂甚
至艰巨繁重，看似破小题，却需
大智慧。

日前，发生在张店区齐悦
国际社区的一起邻里纠纷，被
两个名称“特别”的社区志愿组
织———“姊妹花”议事会和“啥
也管”义务服务队成功化解，成

为居民联动创新社区治理的成
功范例。

矛盾源于噪音，社区一住
宅楼的楼上、楼下两户居民因
此而积怨许久，楼上居民家中
的孩童经常跑来跑去影响到了
楼下，楼下居民则以半夜弹钢
琴的方式“还以颜色”。最终矛
盾升级，两户居民在社区的“楼
宇微信群”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

得知此事后，齐悦国际社
区的“啥也管”义务服务队队长
贾学阳迅速组织队员前去调
解，随后，社区的“姊妹花”议事
会会长马兰也带领议事会成员
参与了进来。

“在我们的调解下，仅用了
一下午的时间，两户居民便握
手言和，一起可能升级的邻里
纠纷得到了及时化解。”贾学
阳说。

在马尚街道齐悦国际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玉芝
看来，社区志愿者队伍是有效
推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的现实
需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对于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社
区建设，改善社区人际关系，体
现社会关怀等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和作用。

“近年来，在齐悦国际社区
建设和谐社区的过程中，社区
志愿者用无声的行动展现着他
们的人生价值，不仅受到社区
居民的尊重，也成为了展现齐
悦国际社区社区文化的一面旗
帜。”

如赵玉芝所说，齐悦国际
社区的“姊妹花”议事会在成立
之初只有7名议事会成员，现如
今成员人数已接近50人，自从
有了社区志愿者队伍后，不仅
小区里的不文明现象和邻里间
的矛盾纠纷减少了，居民们所

反映的诉求也能及时得到反
馈，社区居委会为群众办事的
效率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提升。

79岁的“姊妹花”议事会
会长马兰老人坦言，在齐悦社
区的志愿者队伍中，老年人群
体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在
她看来，居住于社区的退休老
人不仅闲暇时间充裕，善于发
现各种问题，同时，在处理各项
矛盾纠纷时能够把握分寸，且
具有“年龄”优势。“从以往的经
验来看，由老人劝和，十有八九
都能说得通。”马兰说。

“一扇门”
打开为民服务长效机制

聚焦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群众“长受益”；聚焦解
决问题体制机制，推动服务“长
效化”；聚焦畅通问题反映渠
道，推动群众“常联系”。过去
的一年，张店区通过深化“我为
群众办实事”，推动形成了为民
服务长效机制。

2021年9月底，曾就职于
淄博一纺织企业的市民王先生
与许多退休同事，将他们所遇
到的入职培训期待业工龄在退
休时未予以认定的问题，反映
到了张店区市民诉求服务平
台。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包
括王先生在内的140余名该纺
织企业的退休人员，便在张店
区市民诉求服务平台的帮助
下，成功办理好了工龄认定
手续。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想到
要跑各个职能部门就会‘头
大’，现在方便了，借助市民诉
求服务中心这一个平台，啥事
都能解决了。”王先生说。

王先生口中的“平台”，其
实是2021年由张店区创新实

施的市民诉求集成改革“一平
台”“一扇门”模式。围绕“一站
办多事、一门办多事”，将原有
市民中心进行分区改造，建设
1700平米市民诉求服务中心，
形成群众日常办事“向右”、群
众反映问题“向左”的功能布
局，实现政府服务事项“一门”
集成。

张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赵
荣海告诉记者，张店区市民诉
求服务中心属于区委政法委主
管的联合办公机构，共设置咨
询导流区、矛盾调解区、智能研
判区、信访处置区、心理疏导区
等7个功能区，功能用房22个，
诉求受理窗口16个，入驻工作
人员40余名。

“依托市民诉求服务中心
物理空间，横向整合70余个涉
民部门、13个重点专业调解委
员会入驻，变‘多条线’为‘一股
绳’，为广大市民提供‘一站式’
服务，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
操心事、烦心事，形成了解决群
众诉求的高效运转工作机制。”
赵荣海说。

数据显示，张店区市民诉
求服务中心自2021年7月29日
运行以来，通过市民民情诉递
二维码程序、12345市民热线、
基础网格，以及现场受理等途
径，日均受理群众诉求420
余件，受理效率和办理效率分
别提高了30%和50%。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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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市民诉求服务中心实现了“找政府办事，只
进一扇门”。

作为淄博市中心城区和重要窗口，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是张店区的主要特点，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无疑为淄博建设“五好”城市的重头戏。
从凭一张“积分卡”破题社区养老问题的新华社区长者食堂，到以居民联动化解邻里纠纷的齐悦国际社区志愿组织，再到“找政府办事，只进一

扇门”的新建市民诉求服务中心，过去的一年，张店区通过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创新社会治理，使城市变得越来越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