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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 文汇报社联合主办

走出青浦特色社会治理新路径
创新实践村居民自治

青浦区位于上海西部 ， 是全
市 16 个区中唯一和江苏 、 浙江
接壤的行政区 ， 下辖 3 个街道 、

8 个镇 ， 142 个居委会 、 184 个
村委会， 常住人口 121.9 万， 户
籍人口 50.63 万。

在这样一个区域面积大 、发
展不均衡 、“村多居少 ”的远郊涉
农区 ，为强化社会治理 ，补齐民
生服务短板 ，青浦区民政部门自
2014 年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 ” 市委一号课题实施以
来 ，开展广泛调研 ，梳理归类全
区各村居并进行分类施策 。在青
东地区和三个街道等城市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 ，青浦区鼓励居民
区根据各自特点创新社区工作
法 ；在农村地区 ，推进 “客堂间 ”

建设 ， 并在部分村居先行试点 ，

以点带面 ， 深入推进村居民自
治 。 截至目前 ，青浦区已实现村
居民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 、居民
公约全覆盖 。

从 “专科” 转向 “全科”

居村实现开放式集中办公

“真是没想到， 原来要跑老远去镇里

办的事情， 现在在村门口就能办理。” 住

在朱家角镇张马村的沈耀祖感叹道 。 过

去 ， 办理一张敬老卡需要驱车十几公里

赶到镇上的服务中心 ， 而如今各类民生

服务下沉到村里 ， 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

去年以来， 青浦区全面推开村级 “一

站两中心” 建设， 即党建服务站、 社区事

务服务中心、 综治中心。 同时， 青浦区还

全面推动村居两委班子成员实行开放式集

中办公。 截至目前， 青浦区具备下沉条件

的 170 个村全部实现村干部下沉。

村居推行开放式集中办公后的变化显

而易见： 曾经在 “台后” 的村居 “两委 ”

班子成员直接走到 “台前”； 过去工作人

员是在办公室里坐等， 如今则直接到服务

窗口 “接单”。 练塘镇徐练村的村民们对

这一变化深有感触。 过去， 想问一些事情

都要算好接待人员的时间； 而如今， 只要

到服务大厅， 各种民生诉求都能被一口受

理。 许多人形象地将这一变化比作从过去

的 “专科医生” 接待转为现在的 “全科医

生” 服务。

为了向村民们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不

少居村还根据自己的社区特点拓展服务事

项。 比如， 夏阳街道塘郁村将居民呼声较

高的物业管理 、 水电维修等纳入服务事

项。 徐泾镇光联村则因周边居住的外籍人

员较多， 于是将境外人员登记等工作纳入

服务事项 。 白鹤镇江南村更是将下沉的

35 个受理事项一口气拓展到 51 项， 还将

便民档案查询也纳入服务事项。

村居 “两委” 班子成员集中办公后 ，

原先的办公室腾挪出来， 成了村民们的民

情恳谈室 、 调解室 、 会议室 、 “妇女之

家” 和农家书屋。 如今， 村民们到一楼办

完事后， 还可以到二楼与老友聊聊天或是

翻翻书。

“公共客堂间” 成为
村民 “微课堂” “展示厅”

一天午后， 金泽镇莲湖村村民卜彩娥

家的客堂间里， 村民们坐在长条凳上， 围

着桌子上刚沏的一壶清茶， 一边喝茶， 一

边你一言、 我一语地聊着家长里短———这

里是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 ， 无论大事小

情， 村民们都喜欢到这里来议一议、 谈一

谈。 村民们在这里不仅能分享村情村态 、

特色产品， 还能为群防群治、 构建和谐社

会建言献策。 这些自治功能的实现， 均得

益于莲湖村已经创建落地的 “金乡邻睦邻

客堂间” 项目。

从去年起， 青浦区鼓励村民利用自有

住宅， 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在小组长、 老

党员等有影响力的村民家中设置 “公共客

堂间”， 按照市、 区、 镇级美丽乡村 70%、

50%、 30%的比例创建， 目前已累计创建

完成 488 家 。 预计到今年年末 ， 有序运

转的 “公共客堂间” 数量将达 632 家。

用 “麻雀虽小 ， 五脏俱全 ” 形容这

些 “客堂间 ” 毫不为过 。 在数量不断增

加的同时 ， “客堂间 ” 的功能也实现了

多样化。

建立之初 ， “公共客堂间 ” 仅具备

村民谈心谈话空间这个单一功能 。 而如

今 ， 从各街镇已经有效运转的 “公共客

堂间 ” 实践案例来看 ， 许多 “公共客堂

间 ” 已经叠加了党建 、 妇联 、 残联 、 就

业 、 文广等其他部门的职能 ， 转变成为

村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自治平台。

得到 “公共客堂间 ” 多重功能的助

力 ， 青浦区的基层自治焕发了生机 。

“公共客堂间” 的创建把基层社会治理的

末梢延伸到了村小组 ， 为这个最小单元

的 “熟人社区” 提供了自治载体。

在 “公共客堂间 ” 全面铺开建设基

本完成之后 ， 品牌化将成为 “公共客堂

间 ” 下一步的重要建设内容 。 一些村已

经先行一步， 利用自身特色和优势资源 ，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 比如 ， 张

马 、 中步 、 莲湖等示范村 ， 已经培育出

了 “游学张马 ， 寻梦田园 ” “春满园温

馨站” “莲湖益站” 等客堂文化子品牌 ，

“公共客堂间 ” 也成为村民的 “微课堂 ”

“展示厅”。

按需定制社区服务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青浦区居委会数量近年逐年攀升 ，

从 2015 年的 101 个增至目前的 142 个 ，

平均每个月都有新建居委会 。 为提升社

区工作能力 ， 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 ， 青

浦区结合区域特色 ， 鼓励各居民区根据

居民群体特性、 需求， 创新社区工作法。

徐泾镇尚泰路社区在开展社区工

作中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 尚泰路社区

的住户情况较为复杂 ， 业主大多来自

中心城区 ， 自住人口中近一半是退休

人员 。 不少住户从市区搬到郊区后 ，

人生地不熟 ， 缺少归属感 。 针对这些

问题 ， 尚泰路社区通过搭建社区自治

共治平台 ， 以 “四门工作法 ” （找到

门 、 能进门 、 常上门 、 敞开门 ） 为载

体 ， 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幸福的

“家 ” 。 通过打造 “尚善·益家园 ” 自治

品牌 ， 社区里成立了八支 “尚善 ” 系

列志愿者团队 ， 利用春节 、 元宵 、 端

午 、 重阳等节日 ， 开展写春联 、 送祝

福 、 包粽子 、 做汤圆 、 做灯笼等多样

活动 ， 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 ， 有效增

强了居民参与感和对党组织的认同感 。

通过开展系列活动 ， 尚泰路社区找到

了大型居住区开展社区自治共治的一

把 “钥匙 ” ， “四门工作法 ” 也入选民

政部 2018 年优秀社区工作法 。

像尚泰路社区这样主动出击 ， 发动

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共治的小区 ， 在青浦

区还有很多 。 他们各自形成了颇具特色

的社区工作方法 ， 在开展社区治理实践

中， 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点赞。

眼下 ， 青浦区各居民区正以工作

室为载体 ， 分别围绕为老服务 、 小区

安全 、 居民议事 、 心理咨询等方面 ，

着力打造成周边居民民主交流 、 民情

收集 、 民风传播的核心区域 。 同时 ，

许多居民区正在开展楼道自治 ， 动员

志愿力量 、 密切邻里关系 ， 从而进一

步营造睦邻氛围 。

鲜花扫去墓园 “烟灰气”

创建我国首个无碑绿色墓园 “玫瑰

园 ”、 建设上海首家 “电子陵园 ”、 率先

提出 “无烟墓园”、 创建上海首个垃圾分

类墓园……青浦区内共有殡仪馆 1 家 、

经营性公墓 8 家 、 镇级公益性公墓 11

家 ， 村级公益性埋葬点 102 个 。 为积极

探索提供更专业的殡葬服务 ， 青浦区还

着力打造融合殡 、 葬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品牌———“白事天使” 服务。

提升殡葬管理规范化水平

长期以来， 青浦区民政局一直坚持改

革与整治并重， 不断提升殡葬管理规范化

水平。

近年来， 青浦区在殡葬服务领域的改

革从未止步。2002 年，青浦区在上海首次推

出节地葬———花坛葬；2008 年，青浦区在卫

家角息园开辟 200 平方米土地尝试生态

葬；2009 年，青浦区在淀山湖归园率先试点

推出复式家庭葬……在不断改革殡葬服务

的同时，青浦区也加大对“黑殡葬”的整治。

2016 年 4 月，青浦区联合公安、交运等部门

启动“殡葬黑车”“黑中介”专项整治行动并

制定评估指标体系。

去年， 青浦区又多次召开殡葬代理机

构及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推进会， 与代理机

购签订 《殡殓服务委托代理资格认定合

同》， 建立信息档案， 对认定的殡葬代理

服务从业人员每季度进行考核评估， 并向

社会公开考核结果， 提升殡葬管理规范化

水平。

在实践中践行殡葬新风尚

这两年到青浦区墓园祭扫的市民纷纷

感叹 ，走进墓园 ，刺鼻的草

木灰气少了。这些变化得益

于青浦区这几年大力倡导

的绿色殡葬理念。

2016 年， 青浦区民政

局按“由点到面、全面铺开”

的工作思路 ， 在福寿园试

点 ，率先在全市提出 “无烟

墓园”创建计划。 在此基础

上，2019 年，青浦区在全区八家经营性公墓

推行“无烟墓园”。 为做好这项工作，区民政

局通过电子屏、拉横幅、宣传板、网络媒体

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并联合区文明办向

沪上各大高校发起志愿者招募活动。 今年

共有 300 余人次大学生志愿服务 “清明高

峰”， 以生动、 贴心、 温馨的方式宣传文

明祭扫。 此外， 一些墓园还向前来扫墓的

人们免费提供鲜花 、 风铃 、 黄丝带等物

品， 助力文明祭扫。

近年， 青浦区还推出了 “白事天使 ”

服务品牌。 经过多年建设， “白事天使 ”

总能在第一时间主动与逝者家属接洽 、

抚慰家属 ， 并引导和协助逝者家属办理

后续事务 ， 通过标准化服务 ， 提升服务

满意度。

上图： 青浦区推行无烟墓园， 现场提

供鲜花、 黄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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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三角交界处的青
浦区借助地理优势 ，在婚姻
服务方面不断创新突破。 记
者从青浦区民政局获悉 ，今
年 9 月 ，青浦区民政局将联
合嘉善 、吴江三地民政部门
在青西郊野公园举办一场
大型结婚登记集体颁证活
动 ，以此为契机 ，推动婚俗
改革 ，增进地区间的婚姻文
化交流。

为了提供更多符合时代
特点、 契合年轻人需求的婚
姻服务， 青浦区民政局近年
还陆续推出了 “暖心阁 ”“情
定淀山湖 ”等特色婚姻文化
品牌 ，让更多人了解婚姻的
意义，传播新时代婚俗观念。

让无数家庭
重归“幸福航道”

随着越来越多 80 后、90 后青年

步入婚姻生活， 如何为这一代人树

立起正确的婚姻观、 负责任的家庭

观，成为青浦区民政局工作的重点。

2010 年， 青浦区民政局联合青

浦区妇联成立了 “心灵驿站 ”，由两

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当 “老娘

舅”，进行“离婚劝和”。 在短短两年

里 ，两位 “老娘舅 ”成功劝和 894 对

夫妻。2012 年，在“心灵驿站”的基础

上， 青浦区民政局又与区妇联正式

组建成立 “暖心阁” 婚姻家庭辅导

室 。 该辅导室由 40 名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组成专业团队， 秉持 “掌

握婚姻密码·缔造幸福家庭 ” 的服

务理念， 为众多家庭把好婚姻关。

每周二 、 四 、 六 ， “暖心阁 ”

婚姻家庭辅导室准时开展离婚调

解 ， 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 ， 在服

务流程上不勉强 、 不固化 ， 进行

劝慰和心理疏导 。 同时 ， 辅导室

还专门针对冲动型离婚的夫妻进

行疏导 ， 对感情确实难以维系的

夫妻进行理性引导 。 目前 ， “暖

心 阁 ” 共 接 待 当事人 9716 对 ，

其中开展心理疏导 7107 对 ， 离婚

劝和 1458 对 ， 劝和成功占调解数

的 44% ； 另 外 ， 接 待 个 人 咨 询

897 人 ， 开展婚姻大课堂 24 期以

及拓展活动 218 场 ， 受益市民达

14262 人 。

打造“情定淀山湖”

特色婚姻文化品牌
青浦区傍依淀山湖畔， 水域面积辽阔。 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因此将淀山湖作为婚姻文化的标志

和家风传承的根脉， 精心打造 “情定淀山湖” 特色婚

姻文化品牌。

“情定淀山湖” 围绕 “上善若水、 大志修身” 的

核心理念， 通过特色颁证、 情感课堂等形式， 引领青

年修身齐家， 共建和谐社会。

集体颁证， 这是步入婚姻中的难忘一环 。 近年

来， 青浦区民政局举办了多场形式多样的集体颁证活

动。 2010 年恰逢世博年，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中

心以此为契机举办了第一届青浦 “情定淀山湖” 大型

结婚登记集体颁证活动。 此后的每一年， 该中心都尝

试通过集体颁证活动， 向新人们传递婚姻理念。 2013

年， “情定淀山湖” 婚姻文化项目成为 “上海淀山湖

旅游节” 系列活动之一， 以 “绿色青浦” 为核心元素

先后举办了 “让爱情扬帆起航” “七彩人生路” “扬

帆爱情海” 等结婚登记主题颁证活动， 向新人们传播

低碳简约、 公益互助的生活理念， 倡导 “强登记、 重

责任、 崇节俭” 的婚俗新风尚。 而去年举办的 “执手

盟誓忆江南、 修身立德树家风” 大型结婚登记集体颁

证活动， 则让新人们通过感受组建一个新家庭的仪式

感， 承担起一份源于爱的责任与担当。

为了让 “古文化、 水文化” 更好地传承与发扬，

青浦区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中心深入挖掘具有青浦本

土特色的婚俗等内容， 寻找青浦现代 “最美家庭 ”，

弘扬中国传统家庭美德。 与此同时， 区民政局还开设

了婚姻情感大课堂， 先后举办了以家庭和谐、 亲子活

动、 邻里和睦、 心理健康等六大主题讲座 30 余场次。

上图： “暖心阁” 心理咨询师对 80 后小夫妻开

展婚姻家庭辅导。

右图： 青浦区探索社会工作与乡

村文化相结合新模式， 构建民生保障

服务网， 打造乡村文化展示平台 。 莲

湖益站成为村民常来常往、 开心舒适

的 “家”。

下图： 莲湖慈善超市综合了慈善

超市、 公益基地、 公益咖吧、 公益成

果展示等多项为民服务功能。

左图： 夏阳

街 道 金 家 村 工

作 人 员 在 “平

心 客 堂 间 ” 向

村 民 宣 传 垃 圾

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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