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重点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引导和有效回应群众诉求，是新时代实现党的工作组织
动员和社会覆盖的新课题。

近年来，徐汇区斜土街道经过研究、探索、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党员三先”工作法，并将之运用到基层党建工作
中，以党内动员带动社会动员，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和组织保障。

这一套工作方法，被中央有关部门的调研人员评价为“党建引领能落地，推动自治有办法”，也被列为 2019 年徐
汇区组织工作要点，向全区推广。 实践证明，通过“党员三先”工作法，斜土街道构建起了“议有序、行有矩、邻有助、亲
有度”的现代新型社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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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土街道党工委将嘉乐公寓的

整治经验概括为“党员三先”，即党员

先想、党员先议、党员先行，动员党员

先于群众树立信心、先于群众确立目

标、先于群众身体力行。

街道党工委书记章红兵说 ，“党

员先想 ”就是树立信心 ，引领居民群

众，结合社区群众的关心焦点和实际

需求 ，引领群众深入思考 ，形成对美

好生活和文明行为的共同认可和统

一认识；“党员先议” 就是确立目标，

优化方案路径 ， 广大党员充分讨论

后 ，动员各方主体集思广益 ，充分激

发基层创造力和凝聚力；“党员先行”

就是在深入想、 充分议的基础上，基

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

用，促进居民群众为共同目标舍弃小

我，逐步形成社区共同感。

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用理论指

导实践，斜土街道开始有意识地总结

经验 ，复制推广 “党员三先 ”工作法 ，

激发党员群体在社区中谋发展、共进

步的带头意识，动员更多的身边人参

与进来， 通过组织力量凝聚人心，形

成合力。

楼组是社区治理的最小单元细

胞和社区发展的晴雨表。 斜土街道景

泰居民区党总支认为，要能够凝聚楼

组的力量，并使之成为社区治理的着

力点 ， 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服务站

点，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并最大化发

挥作用。

在斜土街道党工委的统筹指导

下，景泰居民区党总支以“党员三先”

为方法 ，以 “亲邻党建 ”为主题 ，建立

起“亲邻驿家”居民区党建服务站，将

党组织的力量辐射至楼组，形成了社

区协同共治、居民自治的良好模式。

每月 5 日， 景泰居委的楼组长、

党员骨干 、业主代表召开 “楼组议题

征集会”征集问题；15 日，楼组退休及

在职党员召开“党内民主恳谈会”，针

对问题谈思路 、定方案 ，党员带头执

行；25 日，在亲邻党建服务站召集“亲

邻合议推进会”， 居民区共同商议解

决“老大难”问题。 居民们在共同参与

中，体会到了精细化治理带来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有一个细节让章红兵印象深刻。

有一天 ，他正在居委会办公室 ，跑进

来一位老人 ，他气喘吁吁 ，对徐汇区

当年未能获评为 “全国文明城区”感

到难以接受 ，“我们每个徐汇人都有

责任擦亮百年徐汇的金字招牌！ ”这

一幕让在场的街道、居委干部和群众

深受触动， 因为老人能够这样说，是

由衷地把徐汇区当作了自己的家，把

大家的事当作了自己的事。

3 年前，景泰社区曾被摘掉“市级

文明小区 ”的牌子 ，如今 ，通过 “亲邻

驿家 ”凝聚基层党员力量 ，营造社区

亲邻氛围，这块牌子又回来了。 2017

年，景泰居民区党总支还荣获上海市

“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称号。

“党员三先”，助力构建“亲邻社区”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探索基层党建新路径新方法

这块“硬骨头”是怎么啃下来的？

嘉乐公寓建于 1984年，是一栋 15

层的沿街公寓，共有住户 178 户，房龄

老、设施旧，电线裸露杂乱，楼道堆满

杂物，居民们怨声载道。 2016年，物业

弃盘而去，大楼管理陷入无序状态。

当公共资源与个人利益发生矛

盾时，社区内邻里关系往往要经受考

验 ，谁都不肯首先清理 ，生怕自己的

利益受损 ，如此一来 ，社区全体成员

的利益就无法保障， 而越是这样，大

家越是担心个人利益受损，越不肯让

步，形成社区治理“死循环”。 这块“硬

骨头”怎么啃？ 基层党组织面临挑战。

在斜土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大

楼所在的肇清居民区党总支、嘉乐公

寓党支部 、业委会聚在一起 ，结合嘉

乐公寓的实际状况，开始动起来了脑

筋 ：清理大楼堆物 ，是否有利于社区

居民的整体利益？ 是否有利于公共环

境和居民安全，是否有利于提升社区

品质？ 最终，党员们一致认为，改变小

区面貌势在必行。

共识达成了，信心油然而生。 党

员们建立起微信群，讨论下一步应该

怎样做才能化解阻力，让大楼居民齐

心协力整治和维护社区环境。 方案确

定后 ， 党员们又以实际行动积极响

应 ，带头清理楼道堆物 、拆除私装铁

门、移除鞋柜，在居民中传递正能量。

很快，楼道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经过连续三年的小区综合

治理 ，改善公寓非机动车棚 、垃圾库

房等设施，更新门头，改造雨水管道，

加固和修复外立面重做屋面防水等，

以及聚集党建 、书画 、亲邻等特色开

展“美丽楼道自治项目”，嘉乐公寓旧

貌换新颜。 一位住在这里 20 年的老

居民说：“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这么

敞亮过。 ”

环境美了，人心顺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名连续多

年在大楼内私设棋牌室的居民， 主动

关闭了棋牌室； 一位曾与业委会发生

严重分歧的业主， 在小区电梯修缮一

新后，主动提出要在 14 个楼面的电梯

口装上不锈钢护角，“如果物业费不便

支付，我愿意自掏腰包”；还有一位居

民牵着宠物犬乘坐电梯下楼时， 担心

吓到在底楼等候电梯的邻居， 在二楼

就出了电梯，随后步行下楼……

除此以外，党支部和业委会还发

起了各种吸引居民参与的活动：一起

吃年夜饭 ，一起猜灯谜 ，一起包粽子

送老人等。 小区居民开始熟络起来，

“议有序、行有矩、邻有助、亲有度”的

氛围感染了越来越多人。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的突出成绩，

2017 年 5 月 ，业委会主任 、业委会党

的工作小组组长韩东萌被推选为中

共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社区最小细胞如何感受“三先”？

“党员三先 ”有力推进了党内动

员，而“党员三先”的目标是通过党内

动员 ，影响和带动社会动员 ，最终有

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水平。 为此，

斜土街道创造性地开展党组织和社

区自治组织同构对应设置 ，将 “党建

网格化”做深、做实。

江南新村是位于斜土街道辖区

内的大型传统小区，始建于 1953 年，

是原江南造船厂的职工新村。 该小区

存在“老龄化、老房子、老问题”等“三

老 ”突出问题 ，由此产生的小区管理

和邻里纠纷等问题较多，社区治理难

度很大。

“党员三先 ”的工作模式再次发

挥了具体作用，并且又向前推进了一

大步。

◆全面调整党员隶属关系
借鉴“属地化管理”理念，居住在

同一栋楼 （党员人数少的可扩展为邻

近几个楼道）的社区党员，隶属于居民

区党支部。 参照“支部建在连上”的思

路， 居民区党的组织对应 8 个管理块

区，相应设置了 8 个党支部；而 8 个党

支部下，又在楼组内相应建立 30 个党

小组，与其他社区治理力量互补互推。

◆完善同构化组织运作方式
统筹党小组长、 居民小组长、业

主代表三方的产生区域，统一服务管

理对象 ，组建为一个党建网格 ，形成

一个最基层的“三人工作小组”。 党小

组长负责党内动员 ，同时作为 “三人

工作小组 ”组长 ，牵头协调参与社区

共治、推进社区自治。 居民小组长和

业主代表分别负责各自服务管理范

围内的社会动员。 这样，以“三人工作

小组 ”为连接和纽带 ，探索出了党内

动员带动社会动员的有效路径。

◆优化整合社区治理力量
江南居民区党总支因地制宜，通

过船文化标识 、社区 “匠誉榜 ”、文化

长廊等把 “船文化 ”打造成为连接和

凝聚居民群众的精神纽带，增加了社

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成立于 2012 年

的“江南匠心舫”，目前已经凝聚了 13

支志愿者团队 ，传承匠心精神 ，参与

小区治理 ，开展民主议事 ，积极建言

献策，有效发挥了业主与业委会之间

的桥梁纽带作用。

地铁 12 号线大木桥路站点工程

开工后， 江南新村的东大门被封闭，

引起了居民房屋沉降，影响了居民正

常出行和生活，居民与施工方发生激

烈争执，导致工程延期。

江南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得

知这一情况后，联合“江南匠心舫”第

一时间介入，参与调解施工矛盾。 匠

心舫的成员老王四年如一日，每天在

施工现场值班，依法维护地铁 12 号线

和社区居民双方利益；匠心舫其他成

员则参与地铁 12 号线的工程例会，及

时了解施工情况，反馈居民诉求。

地铁 12 号线竣工后，工程方出资

赞助了小区东大门复建工程。 它的建

成，是一次依托公共平台、整合社区资

源、协商解决社区矛盾的成功案例。

由此，社区事务从原先大包大揽

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变为由居民区党

总支领导、居委会引导、居民共同参与

的社区自治共治模式，最终实现了社

区硬件设施和人文精神共同发展的美

好愿景。李克强总理到访江南新村后，

曾经对此予以肯定。 “江南新村邻里

汇综合服务岗”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党

员示范岗”。

“党建网格化”如何增加社区认同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

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嘉乐公寓到卫星大楼，独

栋住宅楼的经验得到复制；江南

新村则从一栋栋楼分别着手，逐

步覆盖到整个小区， 党小组长、

居民小组长、业主代表同构对应

设置，探索了从党内动员到群众

动员的体系构建 。 在这一过程

中，斜土街道创造的“党员三先”

工作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

“社会治理共同体”逐步成型。

如果把党组织比喻为心脏，

“党建网格化”比喻为毛细血管，

那么 ， 从心脏里泵出的新鲜血

液 ，通过毛细血管 ，源源不断地

供给了细胞，不仅激发了细胞的

活力和创造力，也带动了整个身

体的健康发展。

“党员三先 ”工作法的一系

列探索和实践，正是把新鲜血液

源源不断供给给毛细血管，进而

滋养细胞、强身健体的过程。 在

这一过程中，斜土街道既有理论

思考，又从现实切入，成体系、渐

进式推进，不断在实践检验中反

思，完善和丰富“三先”工作法。

斜土街道意识到 ，“党员三

先 ”工作法中 ，打造坚强的组织

堡垒是核心，形成有效的党内动

员带动社会动员模式是关键，有

效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是重点。 用

街道党工委书记章红兵的话说，

“三先” 工作法就是聚合组织力

量，“把人找出来”； 完善体制机

制，“把架构建起来”； 明确方法

路径，“把方法用起来”， 最终发

挥 1+1>2 的能量和作用，加快推

进建设斜土街道提出的美好生

活愿景：城市水岸，亲邻社区。

如今，“党员三先”工作法已

在斜土街道全面推开，无论是机

关党建，还是“两新”组织党建和

区域党建，都可以感受到“三先”

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也可以感受

到“人人负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亲邻社区氛围。

把新鲜血液泵到毛细血管里

后记

▲嘉乐公寓里清理堆物后焕然一新的楼道。

▲江南新村邻里汇成了社区居民的共享乐园。

▲温馨舒适的景泰居民区“亲邻驿家”党建服务站。

▲党员志愿者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