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夜间茶会，聊出“金点子”

年轻化社区催生 “夜间茶会”

和许多社区一样， 原本只有阿姨妈妈才

是金鼎社区里的积极分子 。 但有些不

同的是， 这个社区的年轻人比例

颇高 。 据统计 ， 金鼎社区总

户数达 1949 户 ， 常住人

口数为 4879 人 ， 其中

20 至 49 岁的中青年

为 2547 人 ， 占比

50%以上 。 金鼎

社区党总支书

记曹琪笑言 ，

这是真新街

道里 “最年轻” 的一个社区。

年轻化的社区在社区治理中会有何不

同？ 曹琪最初的感触是， 许多年轻人对于参

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并不高 。 刚到金鼎社

区， 曹琪曾多次进行入户走访， 可她发现，

这样的走访在年轻群体中收效并不大 。 于

是， 她决定 “单点突破”， 逐一在微信上与

社区里的年轻居民开展沟通， 并说服他们线

下见面。

年轻人白天要上班， 于是第一次的线下

见面会安排在晚上。 由于经费所限， 居委会

只能以茶待客 。 没想到的是 ， 机缘巧合之

下 ， 这促成了金鼎社区 “夜间茶会 ” 的诞

生。 曹琪至今清楚地记得去年 4 月第一次开

会时的场景。 会上， 她向社区里的年轻居民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请相信我们、 支持我

们， 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和美的社区。”

当天的 “夜间茶会” 一直持续至深夜， 在热

火朝天的讨论中， 居委会与社区年轻人之间

的距离就这样渐渐缩短。

“头脑风暴” 提想法
共同实验促 “靴子落地”

尽管 “夜间茶会” 顺利诞生， 但让全社

区年轻人都来踊跃参与社区治理， 并非一朝

一夕就能实现。

就在首次 “夜间茶会” 召开后没多久 ，

部分居民家中自来水发现杂质。 听闻此事，

曹琪迅速召集居民代表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然而 ， 不少居民仍对事情能否顺利解决抱

有怀疑态度 。 好在 ， 之前参与过 “夜间茶

会” 的青年代表站了出来， 第一时间帮助居

委会传递讯息。 随后的一周中， “夜间茶会”

连开了四天 ， 居民代表和物业等部门在这

个平台上面对面沟通 ， 事情终于得到圆满

解决。

时间渐长， “夜间茶会” 慢慢成为社区

青年共话未来的集聚地。 聊楼道清洁、 聊垃

圾分类、 聊公共区域的开发利用……在讨论

各种话题的同时， “夜间茶会” 也逐渐有了

自己的章程。 每次茶会， 业委会与居委会先

通报本次商讨议题的相关情况， 与会青年代

表随后充分讨论， 有时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参

与其中， 大家在 “头脑风暴” 中探讨更多可

行方案。

金鼎社区的儿童乐园， 就是在 “夜间茶

会” 上聊出来的项目。 最初， 有年轻的爸爸

妈妈提出 “社区里缺少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但迟迟未能找到解决办法。 茶会上， 当这一

话题再次被提及时， 一位社区工作者提议由

居民、 居委、 物业等共同组建项目小组， 自

己来做儿童乐园的规划师。 在实地考察中，

大家在社区里找到一块闲置的空地。 把这里

改造成儿童乐园能否行得通？ 项目小组迅速

进行 “实验” ———向早教机构借来滑梯、 玩

具球等儿童游乐设施， 并按照小组设计的方

案进行布局。 这块临时搭建起的 “试验田”

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小组成员随后将结

果反馈给相关部门。 在真新街道、 居委会、

业委会等的共同推动下， 去年 11 月， 儿童

乐园项目 1.0 版正式落地。

自下而上聊出社区的未来

小区里的垃圾箱房改造完毕、 迷宫花园

落成……一年多来， 金鼎社区的面貌正悄悄

发生着改变， 而这些点子大多来自 “夜间茶

会 ”。 目前 ， 美丽楼道 2.0 版建设 、 儿童乐

园 2.0 版优化等项目还在实施中 。 就在 11

月中旬 ， 金鼎社区还迎来了第二届欢乐集

市 。 无论是集市里的各种文艺演出还是丰

富多彩的游乐项目 ， 都是社区里的居民一

手操办。

参与 “夜间茶会” 这一年间， 社区里的

许多年轻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社区建设的

积极参与者。 在曹琪看来， “夜间茶会” 是

让年轻人为社区发展畅所欲言的一个重要平

台。 而倾听年轻人的意见， 能够更好地促进

社区的长远发展， 能推动居委会、 业委会以

更广阔的视角、 更优的方式处理问题。 “茶

会上看似只是聊天， 但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

小区里发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找到了解决的

方案。” 在金鼎社区已经住了 6 年的杨光裕，

发现所住的社区正和自身的期望越来越契合，

而 “夜间茶会” 是帮他圆梦的平台， “夜间

茶会能够让我们畅快地说出想法， 构想社区

的未来。”

周寅佳说， 下班后参加茶会， 不光是为

了议事， 也是为了和小区里的邻居们一起聚

一聚 。 自从有了茶会 ， 小区里的 “陌生面

孔” 少了， 大家和居委会的关系也更近了。

今年 9 月份 “利奇马” 台风来袭， 茶会里的

一些年轻人还主动来居委会慰问值班干部。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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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于朱家角古镇一隅的青浦区薛间村

在一众 “明星村 ” 里并不起眼 。 为了洞悉

村民实际需求 ， 让村级经济早日步入快车

道 ， 薛间村的村干部们近来干起了一桩

事———夜间走访。

白天， 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

即便有老人在家， 也大多 “拿不定主意 ”，

要等家里的小年轻回来一起商量 。 于是 ，

夕阳西下 ， 村干部们走街串巷的最佳时间

刚刚到来。

入夜时分是走访的最佳时间

在薛间村许多村民的眼中 ， 村党支部

书记张晓峰和村长何建春是一对 “黄金搭

档”。 张晓峰笑容和煦、 十分有感染力， 喜

欢跟村民们拉拉家常 ， 而皮肤黝黑的村长

何建春则是个标准的 “行动派”， 招待来客

的方式是默不作声地爬上树 、 摘下长得黄

澄澄的柿子。

张晓峰至今还记得到薛间村工作的第

一天。 那天他结束手头的工作 ， 已是黄昏

时分。 站在村口 ， 他看到落日将一整片被

森林环抱的村落映衬得分外静谧 。 虽然自

小在青浦农村长大， 对这些景色并不陌生，

但那一刻 ， 张晓峰还是被眼前的美景深深

打动了。

曾存在于童年记忆里的大土灶 、 院子

里的柿子树 ， 以及那条安静停泊在屋后的

小木船……对许多城里人而言 ， 这些都称

得上是乡间美景 。 但田园风光的另一面 ，

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

比如， 家家户户依旧保留着的大土灶，

不仅意味着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 ， 还牵出

了村子里堆得到处都是的陈年柴火 。 “许

多老一辈的农村人至今还保留着攒柴火的

习惯 ， 堆在屋前屋后的柴火烧几十年都没

问题。” 张晓峰告诉记者， 这些柴火不仅易

燃， 也影响村容村貌 。 虽然从道理上说服

村民改用煤气灶 、 清运柴火 ， 完全站得住

脚， 但村干部们都知道， 在农村开展工作，

情和理同样重要。

“判断一名村干部是不是合格 ， 首先

就要看他能不能走得进村民家门 ， 和村民

是否说得上话。” 张晓峰说。 为了尽可能了

解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 ， 村干部们都瞅

准了入夜时分 ， 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最佳

走访时机 。 夜间的上门走访 ， 有时候是为

了商量事情 ， 有时候则纯粹是聊聊天 ， 拉

近彼此间距离 。 “这时候家家户户人比较

齐， 又是饭后闲谈的时候 ， 聊起来比较放

松。” 张晓峰如是解释。

啃下环境整治这块 “硬骨头”

今年起 ， 薛间村着手开展环境整治工

作首先就是要说服村民们改变积习 、 清理

堆放在公共空间的各种杂物 。 与城里商品

房小区公共面积 、 自住面积区分得清清楚

楚不同， 自然村里常常是 “划地为王”。 以

薛间村村中心的一处空地为例 ， 空地周边

的几户村民都将其视为 “私有空间”， 并在

空地上堆放了许多杂物 ， 最后甚至连通行

都十分困难。

整治之初 ， 村干部们屡屡碰壁 。 在许

多村民的意识里 ， “公共空间 ” 还是一个

陌生概念 。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 “这是我

家附近的一块空地， 既然我都堆上东西了，

那就是我的了。”

虽然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时半刻 ， 但村

干部们善打 “感情牌 ”。 “咚咚咚 ” “张

老伯在家吗 ？” ……张晓峰已记不清这是

第几次趁着夜色上门了 ， 虽然这户村民依

旧没松口答应清理 ， 但态度逐渐软化 ， 从

一开始不让进门到如今可以坐下喝口茶 ，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 于是 ， 村干部们又

乘胜追击 ， 动员起这些村民的家属 、 朋友

一同劝说 ， 能找到的社会关系网络几乎

都找了个遍。 最终 ， 一户人家松动了 、 两

户人家被说服了……就这样 ， 广场上的杂

物一点一点被清理干净 ， 几个月的时间 ，

终于腾出了一块面积约 300 平方米的公共

空间。

“腾出来的公共空间应该交还给村民

来使用。” 这是村干部们始终坚持的观点 。

在征询了各方意见后 ， 村民们惊喜地发

现， 腾出来的公共空间 ， 变成了村里的露

天戏剧场 、 临时停车场 。 渐渐的 ， 大家发

现， 村里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 比如走出地

铁站 ， 一条林荫道直通村口 ， 干净 、 整洁

的模样与城里的社区很像 。 但

仍有一些东西经久不变 ， 比如

村里的人情味 。 交通更方便了 ，

文化生活也丰富了 ， 吸引了越

来越多年轻人 “回巢”。 37 岁的

王辉虽然在镇里工作 ， 但每到

周末 ， 他都会带着女儿回来看

看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

是“传播者”，更是“解读者”

薛间村里的一些村干部 ， 几乎没有离

开过农村， 在见证着上海乡村巨变的同时，

他们也亲历了村干部的角色转变。

从家长里短到村容村貌 ， 在乡村静好

生活的背后 ， 村干部们每天都要应对各式

各样的挑战 。 比如 ， 信息时代的优点显而

易见 ， 村民们只要通过互联网 ， 就能第一

时间了解新政策 。 而这也意味着村干部们

的角色转变———是传播者 ， 更要成为各类

政策的深入 “解读者”。

一项新政从颁布到真正落实 ， 中间需

要经过层层环节 。 但不少村民得知新政颁

布后 ， 第一时间就会跑来村委会询问 “什

么时候能落地实施”。 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

解答村民们的各种疑问 ， 村委会里的每一

位工作人员都将自己负责的条线挖深挖透，

力争成为领域内的专家。

由于薛间村里的农民自建房大多年代

久远， 近几年村民们翻建房屋的呼声很高。

但另一方面 ， 目前该地区的发展规划正处

于审批阶段 ， 房屋翻建还需等一段时间 。

为了向村民们解释清楚政策 ， 村长何建春

把村里有关房屋建造类的诉求都集中起来，

分门别类 ， 仔细研读相关政策 ， 并将政策

掰开揉碎， 向村民们耐心解释。

无论是白天或是夜晚 ， 村干部们对于

上门 、 电话 、 微信等各种渠道前来咨询 、

反映问题的村民们都来者不拒 。 村干部们

的想法很实在 ： “大家都盼着日子能越过

越好。”

题图 ： 入夜时分 ， 家家户户人比较

齐 ， 又是饭后闲谈的时候 ， 聊起来比较放

松， 正是村干部的最佳走访时机。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邢千里

华灯初上，“夜间村委会”正当时

活跃在上海社区里
的 “小巷总理” 是城市
治理中的重要一环 。

基层的大事小情 ， 都
需要他们运用智慧和方
法来一一化解。

记者近日在走访中
发现 ， 为更好地服务
群众 ， 不少居委会 、

村委会主动错开上班
时间， 更多地选择村居
民在家的夜间或周末时
间进行走访、 座谈。

错开的是村居干部的上
班时间， 对上的是人民群众的
生活需求 。 夜幕降临 ， 村居委
会里依旧亮着的微黄灯光成为
“上班族” 回家后的最好安慰。 当村
居干部们一次次在夜晚敲开居民、 村民
家的门， 社区存在的问题、 邻里间的小摩
擦， 就在家长里短的聊天中悄然化解。

■本报记者 占悦 王嘉旖

这是一个非典型青年的工作日夜晚： 晚上 7 点半下班， 34 岁的周寅佳既不加

班， 也没和同事小聚， 而是匆匆奔向了自家所在的金鼎社区居委会， 参加社区 “夜

间茶会”。

一位小年轻为何会与许多人心目中只有阿姨妈妈们才会经常踏足的居委会产生

联系？ 这个故事， 还要从金鼎社区的 “夜间茶会” 说起。 为了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

社区治理， 嘉定区真新街道金鼎社区自 2018 年 4 月起设立 “夜间茶会”， 邀请年轻

人利用夜晚的闲暇时间到居委会畅所欲言， 聊聊社区里的大事小情。

坦率地讲， “夜间茶会” 刚刚开始的时候， 像周寅佳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心存疑

虑———这样的 “头脑风暴” 真能改变社区面貌吗？ 一年过后， 许多曾经持观望或怀

疑态度的年轻人如今已 “主动求会”。 儿童乐园建起来了， 楼道变干净了、 垃圾箱

房改造好了…… “夜间茶会” 的诞生， 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更多活力。

左图：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不少点

子都源自“夜间茶会”的“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