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区共同体”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五里桥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带动治理资源整合， 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治理圈

五里桥街道 ， 地处黄
浦区西南部 ， 近代民族工
业发源地。 辖区面积 3.09

平方公里， 下设居委会 19

? ， 户籍人口 6.8 万人 。

居民区在册党员 4742 人，

占比 74.5%； “两新 ” 组
织 党 员 1458 人 ， 占 比
22.9%。 上世纪末 ， 完善
基层民主自治的 “三会制
度” 就诞生于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 ， 街道党工委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1+6” 文件精

神， 紧紧围绕 “服务群众 、 改善民

生” 工作宗旨， 充分发挥社区单位、

社会组织 、 群团组织在社区党建 、

服务民生、 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作用，

结合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推进 “街

区共同体 ” 建设———根据街道区域

特点， 将那些在历史渊源 、 地理环

境、 生产条件、 生活方式等方面具

有共同特质的工作区和居民区 “抱

团成片”， 划分出 “创意家园” “颐

乐生活” “人文滨江 ” 三? “和美

街区”， 通过党建资源的联结带动治

理资源的整合， 推动多方联动 ， 实

现自治、 共治、 法治 、 德治有机融

合 ， 初步搭建起区域治理 “共同

体”， 打造出三?各具特色的生态治

理圈。

通过划分街区 ， 推动 “社会治

理共同体” 建设， 各街区内居民群

众的实际需求更加集中 ， 不同街区

有了差异化的工作重点 ， 并以项目

化方式开展。 一方面 ， 充分激发起

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 也进一步

提升了社区治理规范化 、 精细化水

平， 提高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 、 获

得感、 安全感， 更好地满足了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划分三个街区共同体
打造各具特色生态治理圈

进入新时代 ， 城市管理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 ， 管理重心不断下移 ，

基层社区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 新变

化和新要求。

结合实际走访调研， 街道发现，

小区之间、 居民区之间以及居委会

之间依旧存在着治理盲点 、 服务盲

点， 很难在更大范围内显现出 “街

区共同体 ” 的集聚效应和空间效

应———一?居民区太小 ， 资源不够

丰富； 而整?街道又太大 ， 不利于

公共议题的快速形成。

随着基层治理要求的提升和治

理空间的拓展， 能否在街道与居民

区 、 小区之间架构起更具辐射力 、

影响力、 协同力和组织力的共同体？

这成了加强基层建设 、 创新社会治

理所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基于此 ， “街区共同体 ” 的工

作理念在五里桥破土而出 ， 并开始

了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 。 街区不是

简单将几?居民区任意分割组合 ，

比如， 上下班时行驶在同一条交通

主干道、 在同一?菜场买菜 、 在同

一?广场跳舞健身等等 ， 大家对这

?街区碰到的问题有同样的感受 。

“街区共同体” 建设是聚焦于 “生活

共同体” 而展开， 也为调整空间治

理策略提供了路径。

目前， 街道以辖区的南北高架

路、 中山南路高架为界划分三?街

区， 作为三?党建网格 ， 打造三?

各具特色的生态治理圈。

南北高架以东 、 中山南路高架

以北的 “创意家园-和美街区”。 这

一街区沿局门路展开 ， 组织形态较

为丰富， 是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 也

包括龙头股份等大型国企 、 上海最

大的创意园区———江南智造以及幼

儿园、 小学、 双语学校、 特殊教育、

高中等丰富教育资源 ， 具有党建基

础好、 社区资源多、 社会活跃度高

等特点。

南北高架以西 、 中山南一路高

架以北的 “颐乐生活-和美街区 ”，

这一街区沿打浦路展开 ， 以居住为

主， 生活服务设施较多 ， 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也位于此， 该街区将着眼

于提升生活服务的质量和便利性 ，

打造长者友好社区。

中山南一路高架以南的 “人文

滨江-和美街区”， 这里是中国近代

工业文明的发源地， 也是 2010 年中

国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区 ， 有着丰富

人文资源， 随着滨江贯通 ， 将重点

突出人文元素， 致力于打造滨江党

建新名片。

而区域化党建成为 “和美街区”

建设的有效支撑， 在各?街区成立

党建 （共治） 联盟， 参与成员由区

域单位、 “两新” 组织和居民区等

单位成员和街区内的报到党员 、 社

区居民代表、 街区顾问等构成 。 依

靠各类主体积极参与 ， 实现对街区

共同体内各类议题的汇集治理 ， 实

现共建共治共享。

街区党建 （共治 ） 联盟主要实

现以下五?方面功能 ： 街区公约 ，

为街区治理法治化提供了重要制度

资源， 既体现街区治理的特色和文

化， 也体现居民的共识和认同；议题

升级，每年征集治理议题，并推动切

实解决， 尤其是涉及不同居民区、不

同单位的跨系统议题、 开放性议题、

关联性议题以及处于治理盲点之中

的发展性议题、复杂性议题、老大难

议题等；此外还有互助协商；群防群

治；以及参与治理，街区党建（共治）

联盟通过各种方式动员街区中的单

位组织、两新组织、白领群体等广泛

参与，为街区中的治理项目和行为提

供有力支持。

找有趣的人，破尴尬的局，

做有益的事，享和美的家

依托“街区共同体 ”这一重要平

台和路径，街道以党建为引领，以共

建为基础，以共治为关键，以共享为

目标，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价值引领。街道党组织通过项目

实施与先进文化引领，塑造社区共治

价值体系，提高各参与主体的思想境

界与综合素养，增强了责任意识和关

怀精神。

组织引领。依托街道党建服务中

心和“益空间”党群服务站的服务延

伸功能，推动居民区党建、两新党建

和区域化党建 “三建融合”， 带动社

区、园区、校区“三区联动”，形成“党

建带群建促共建”的联动机制。

项目引领。逐步落实错时互助停

车、老公房加装电梯、居民自治微创

投等一??具体项目，在实践中完善

自治共治水平和能力。

模范引领。每件事推进过程中号

召共产党员站在前排、冲在前列。

同时，围绕“和与美 ”，在推进共

同体建设中增进街区的温度与颜值。

“和 ”系列工程 ，由社区党委牵

头，聚焦街区人文软环境提升，以为

老服务中心建设、 安全社区创建、老

公房电梯安装、 社区花园、错时互助

停车、 滨江文化、 居民自治微创投、

业委会主任沙龙和联谊会等重点项

目为抓手， 以党建为引领 ， 联合各

类主体共同营造睦邻文化 ， 增进街

区和谐度。

“美”系列工程，由

行政党组牵头，聚焦街

区面貌环境美化和改

善， 依托网格中心，围

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等，

连片整治、 滚动推进，

推进无序设摊、跨门营

业、违法搭建等顽症治

理 ， 推动外墙管道修

缮、垃圾厢房改造等美

丽街区建设项目，提升

街区环境的美感度。

结合打造三大街区的建设实践，

街道也构建起 “三级联动 ” 的体制

机制。

街道层面，强化街道党工委的统

一领导，充分发挥社区党委和行政党

组在街区共同体建设中的组织整合

与资源动员优势，在推动共治议题形

成、“两代表一委员”建言献策、共治

项目谋划落实、资源经费筹措、队伍

设施配备等方面， 给予指导与支撑。

不仅突出自上而下的党建引领，也注

重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的共治议题形

成、协商、监督和回应机制，吸引群众

积极参与。 比如，为解决居民普遍反

映的物业管理问题，街道创新成立红

色物业联盟， 整合区域物业服务资

源，形成经验共享、优势互补的联盟

工作平台， 推动物业管理水平提升。

疫情发生后，红色物业联盟在第一时

间发出倡议，在疫情初期就确保了每

天有近千名物业工作人员返岗上岗，

与广大社区工作者一起筑牢了疫情

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街区层面，组建党建促进会与共

建促进会，并成立街区党建（共治）联

盟，推动公共议题在街区层面的收集

和解决。 比如，街区内的园区、学校、

企业携手，打造园区天空农场，以垃

圾分类、种植绿植、改善生态环境为

切入点，吸引社区居民、校区师生、园

区白领等各类人群共同改善和美化

街区环境。

居民区层面，充分发挥居民区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居民区党

建共促会运作，引进社会组织，链接

区域内外资源，大力培育楼组自治小

组，成立商铺自管会、居民书画楼、社

区花园墙、邻里议事厅等一批党建引

领的自治“微创投”项目，培育带动起

一批党员带头人和群众骨干。 同时，

完善“双向认领”项目运作，让资源在

三?层面流动盘活，激发社区各类主

体参与活力，在全社区形成“找有趣

的人，破尴尬的局，做有益的事，享和

美的家”的生动局面。

仪式感生发出情感纽带
提升社区治理合力

街区认同，是迈向街区善治的第

一步，也是街区治理得以展开的重要

心理基础。 街道展开积极探索，借助

“情感治理”构建街区认同，特别在打

造街区共同体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

“街区仪式”，将其融入街区认同的构

建与提升之中。

如，创意家园街区党建（共治）联

盟成立后的首次共建活动，就在丽园

居民区举办了国庆升旗仪式，来自街

区基层党组织代表和近百名居民群

众共同参与了此次升旗仪式。在这?

有着丰富政治内涵、生活内涵、治理

内涵的仪式中，消防官兵、学校师生、

居民走到了一起，借由仪式产生了情

感链接纽带。

社区治理中，既有一些兜底性议

题，也有公约、互助、参与等发展性议

题。 只有解决好发展性议题，社区治

理才称得上是内涵式的治理。通过去

行政化的理念，三大街区进一步提升

了社区治理的内涵式发展 。 如 ， 围

绕公共服务需求， 关注全年龄段各

类人群， 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 ， 提

出要提升 2-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功

能、 扩大学生晚托班覆盖面 、 丰富

午间一小时活动和白领午餐地图 、

推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功能向社

区和家庭辐射等 ， 及时回应了群

众期盼 。

街区党建 （共建 ） 促进会依托

自身优势， 打破条块限制 ， 主动搭

建平台 、 整合资源 ， 推动居民区 、

校区和园区 “三区联动”， 不断激发

居民群众、 社会组织 、 社会力量参

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 进一步盘活

组织存量、 推动组织增量 ， 并依靠

中间突破， 为社会参与提供更便捷

的通道和更广阔的平台 ， 大大提升

了社区治理合力。

针对街区共同体营造中出现的

停车难问题， 经过统筹协调 ， 沿线

各居民区 、 园区和小区共同协商 ，

挖掘出 192 ?可供 “错峰停车 ” 的

车位， 并促成园区与居民区共同制

定了 “互助式” 停车管理公约 ， 缓

解了园区与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又如， 在街道党建促进会引导下，园

区党总支携手周边的师专附小、丽园

居民区启动社区花园建设，挖掘园区

生态环保企业资源， 以种植绿植、改

善社区生态环境为切入点，吸引社区

居民、校区师生、园区白领等各类人

群共同参与街区美化，探索街区公共

空间设施美化的新方法。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企事业单位

的社会责任意识， 街道以公益服务

为纽带， 携手辖区企事业单位，每月

定期开展“你我携手，共建共享和美

五里” 为主题的系列社会责任日活

动。 各单位结合自身特色，认领承办

每月一次的企事业单位社会责任日

活动，提供产品咨询、展馆讲解服务、

定向捐赠公益金、帮困助学等咨询服

务类、服务体验类、公益活动类、社区

资助类等社区服务项目，凝聚区域资

源，惠及各界人士。

强化全要素全周期理念
营造有韧性的城区综合环境

事实上，打造“街区共同体”建设

“和美街区”，给五里桥带来了新面貌

和新变化。早在 2018 年，街道已基本

实现零跨门营业和零乱设摊的“双零

突破”， 率先进入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优秀行

列。街道建立了中心城区最大的为老

服务综合体———街道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 整合社区内各类为老服务资

源，如街道老年协会、居家养老中心、

养老服务合作社、社区医院等各类为

老服务机构， 拓展为老服务受益面，

让老人们有更多选择。建立了社区托

育园，最大程度地缓解辖区双职工家

庭的托幼难题。在 3 公里长的五里桥

滨江段建立了由 178 家区域化党建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参与服务的

滨江党建群团服务站和世博滨江党

群服务站，提供“平安滨江”“便利滨

江”“温暖滨江”“文化滨江”“文明滨

江”等服务项目。同时，整合了滨江沿

线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和

特色建筑资源， 设立了世博会博物

馆、乒博馆、卢浦大桥、点赞广场、远

望一号、 翻译馆等 12 处滨江红色教

学点，使红色基因在滨江得到传扬与

创新。

怎样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 。 把

“党领导一切” 这一根本的政治原则

毫不动摇地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全过

程，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能力和水平。 通过推进街区党建（共

治）联盟建设、文明城区创建等工作，

将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

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下一步，街道将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继续推进和美街区建设。

首先，把“党领导一切”这一根本

的政治原则毫不动摇地贯穿于基层

治理的全过程， 通过推进街区党建

（共治）联盟建设、文明城区创建等工

作，将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

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其次，更好地组织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治理。 深入推进居民自治，

推进社区自治微创投项目，进一步完

善项目化运作机制，扩大居民自治组

织、社区团队和居民的参与面；加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提升社会组织自

我造血能力；推动企事业单位走出大

院和围墙， 融入社区大家庭和大平

台，主动提供资源、参与治理，推动基

层治理内涵式发展和系统性增效。

再次，在“和美街区”建设中充分

体现出城市精细化管理 。 以 “全覆

盖、 全过程、 全天候和法治化 、 社

会化 、 智能化 、 标准化 ” 为导向 ，

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 ， 促进高质量

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 涉及居民群众的大事 、

小事， 都要秉持 “绣花 ” 精神 ， 以

敬畏心和精巧心来提供更充分更优

质的管理服务， 满足居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坚持统筹推

进， 结合三大街区的特点 ， 分类施

策 ， 不断推动完善 “全区域统筹 、

各领域融合、 多方面联动 ” 的城市

基层党建新格局； 坚持不断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 通过强化全要素 、 全

周期理念， 来实施规划 、 建设 、 管

理、 执法、 服务， 构建自治、 共治、

法治、 德治 “四治一体 ” 的城区综

合管理模式， 营造可持续 、 有韧性

的城区综合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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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 ： 五里桥公益
伙伴日微论坛

上图 ： 百名少儿手绘
绿色生活

左图 ： 企事业单位责
任日红色定向赛

下图 ： 美好的街区增
添了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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