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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地处静安区的临汾路街道，辖域面积2.12平方公里，实有人

口8万，3.3万户，是个纯居住社区。近年来，临汾路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从自身实际情况出

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众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

比如，不断完善党建引领协同共治机制，探索多方力量参与机制，

不断鼓励社会各类组织和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激发参与热情，构建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街道在原有居民区

党建“三三制”组织全覆盖基础上，积极推进“党建网”和“治理网”的双

向融合，顺势而为搭建并做实了“街道总网格1个-街区网格4个-居

民区网格20个-楼群微网格135个-楼组网格1912个”的五级党建

网格工作架构，使其成为人人奋斗，人人出彩的平台。

目前，街道五级党建网格架构、七层党员责任块区全面建成，

152个党建网格长、240个常态党员先锋岗下沉到位，4600户党

员家庭百分百亮出身份、亮出承诺、亮出行为，基本形成了“关键时

刻站得出，日常任务人人在”的良好局面。同时，街道积极涵养志

愿骨干队伍蓄水池，将志愿者队伍、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品牌

相继融入网格，积极发动带领群众参与社区自治共治，促进“组织

建设在网格、问题解决在网格、群众满意在网格”；积极选树先进典

型，引导基层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作为。由此实现在党建引领

下，团结服务好社区内各类群体，创新打造“先锋临汾”党建工作品

牌，围绕“关心人、提高人”发力，打造人人奋斗、人人出彩的美好家

园，构建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活力社区。

近年来，临汾路街道深化推进少先队社会化，以“三圈育
人”“五治相融”为切口，打造更加管用活跃、具有韧性的“15

分钟幸福实践圈”，进一步提升少先队员在家门口的获得感、
幸福感。

“就近就便、功能互补”，活动空间看得见

一方面，建强多功能枢纽阵地，绘就实践地图。依托街道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辟社区学生实践工作主阵地，吸纳区域化共建单位、公共服

务场所等近60个实体点位，共绘一张红领巾地图，固化延续“银发领

巾”“巧手课堂”等12个相对成熟且常态开展的品牌项目。

同时，拓展家门口特色空间，倡导就近展示。依托青春社区，引导

队员自主参与设计打造一批带有儿童色彩、青春元素的户外空间，例如

能进行图书置换的彩虹漂流小屋、变废为宝改造的环保彩绘墙、由废弃

PVC管组装改造的草坛动物雕塑、可供居民休憩的彩虹休闲椅等。延

伸楼道、家门口空间，鼓励少先队员亮出作品、亮出家风、亮出家训。

“五治相融、师资多元”，活动体系有内涵

接续开展“小小讲解员、示范员、观察员、宣传员、展示员”五小队员

等系列实践，赋能基层治理。

社区自治方面，组织开展“青少年参与社区的100件小事”攻略制

作，激发小主人翁意识。社区共治方面，通过邀请少先队员列席社代

会、刊印儿童社区专刊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共治协商意识。社区德治方

面，通过大手牵小手，引导社区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参

与“讲述红色家风”“垃圾分类劝导”等实践活动，进一步涵养文明风

尚。社区法治方面，通过邀请参观社区法治服务中心、开设“小小模拟

法庭”体验营等方式，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社区智治方面，优先邀请

社区未成年人担当“数智体验官”，实地观摩“数字小屋”等数智阵地，邀

请队员担任老年人“数智小老师”。

与此同时，充分挖掘党建、群团、关工委等资源优势，通过开展“汾

尚青年”演说分享、“百行百业”人物评选等活动，丰富校外辅导员师资

库。坚持“一场活动影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带动一群家长”，延续特色

活动。比如，“阅读启行”品牌活动，引导“好爸爸讲师团”带领孩子“在

行走中阅读社区”。

“各方满意、幸福育人”，少年儿童有获得

坚持在实践参与中，持续提升队员组织认同感、身份荣誉感。

顺应网格架构，织牢队组织网络，同步拓展以“业缘、趣缘”为主的

功能型组织，例如，辖区田家炳中学少先队小队，常态化到社区报到参

与活动，在“小小讲解员”等成员相对固定的兴趣团队中建立社区队组

织等。

激励机制方面，探索“童心协力”实践打卡机制，设计“我爱”系列印

章，作为队员在社区活动的过程性评价，探索激励式参与。在荣誉感召

方面，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队建工作优势，经常性培育社区表现优秀

少先队员作为“红领巾讲解员”参与接待交流，走进家门口阵地、走近家

门口先锋，通过童言童语来讲好中国故事，从小培育“四个自信”。

三圈育人 五治相融

“15分钟生活圈”
圈出青少年幸福感

服务社区廿载
收获尊重和快乐

临汾路街道，老龄化程度近47%，如
何动员社会力量和志愿者的力量来做好
为老服务，这是重要民生课题。为此，街
道就近就便发动楼组长、社区志愿者，特
别是那些活力老人，一起服务社区“老老
人”。在志愿者助力下，先后打造、并形
成了具有临汾特色的“车轮食堂”“安惠
暖阳”“老伙伴”等助老服务品牌项目。
同时，推进实事项目，截至今年10月，临
汾路街道老房加梯已累计签约322台、
开工59台、竣工69台。

景凤路205弄小区施文君的家里，有个“藏

宝箱”，里面被奖状填满：上海市优秀志愿者、静

安最美志愿者、静安最美家庭、“老伙伴”计划先

进志愿者……提起这满箱的荣誉，施文君满是自

豪：“这是社区对我的肯定！我也从志愿服务中

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今年77岁的施文君插过队、当过工厂女工、

托儿所保育员，1999年退休后搬入205弄小区，

主动报名成了社区志愿者，调解邻里关系、开

展“清洁家园”服务、带领居民晨练、组建文化

团队、编排广场舞……一干就是20多年。开朗

热情的她和居民都熟稔，大家见到她也总会亲

切地打招呼。

近年，街道开展“美丽家园”建设，将原先

150米长的6处围墙全部拆除，为老年人开辟了

健康跑道，开放了街心花园、健身广场，道路相

通、空间相连，热爱文艺活动的施文君也借此机

会，邀请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说唱班，她拿着铃

鼓，标注好音调，逐句教队员们唱，也借助歌词让

大家更珍惜友好美丽的社区环境。

一直为社区服务的施文君，也被大家惦记

着。近年，她的腰椎做过几次手术，上下楼梯挺

费劲，如今，楼栋启动老房加梯，明年初，她就可

以上下楼“一键直达”；患大重病期间，市、区、街

道也为她申请了“关爱好心人基金”。“也有年轻

志愿者加了我微信，让我有需要随时找她。”施文

君笑着说：自己付出的点滴原来都被大家记挂

着，“如今我身体好了，还是要发挥作用”。

最近，她将加装电梯、“美丽家园”等各项社

区新鲜事编入歌词中，编排说唱节目，说唱班已

成为阳曲路760弄居民区的一张名片。施文君

激动地表示：“社区环境越来越好，给每个人展示

自我的舞台也越来越大，在这里，人人都有奉献、

出彩的机会！”

职场“小白”
变身岗位能手

在日常岗位和实践中历练人、成就
人。曾获得过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的临汾路街道，重视社区基层干部
队伍的能力锻铸。通过“师傅带教”“老
书记工作室”“领头雁计划”“青年突击
队”等，针对不同岗位、不同经历、不同需
求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工、
骨干志愿者等都有系统的理论、案例等
实践带教、理论教学等课程。让年轻人
们在深入居民群众解难破题的实践中，
锤炼作风、历练本领，经风雨、见世面、长
才干，帮助他们在岗位上尽快成长成才，
成为各行各业的“能手”。

静安区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

静安区人大代表、静安区青年联合会委员……留

着齐耳短发、走路带风的干练“小姐姐”王晓珺就

是身边人心中的模范。在带教老师悉心教导

下，在日复一日的窗口接待历练中，王晓珺如今

成为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掌门人”。

2007年，26岁的王晓珺进入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工作。“职场小白”面对窗口工作的

第一道难题，就是向居民解释政策。文件语言专

业性强，居民难以理解，需要她将复杂的书面语化

为直白的口语，但这是需要学习的。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有完善的带教机制，

“老法师”一对一进行培训，适时调整进度；从

“一门式”到“一口式”，从“全市通办”到

“一网通办”的过程中，街道搭建平台邀请专

业人士指导，成立调研团队考察学习，通过反

复研磨加上自身努力，王晓珺个人业务能力越

来越强，她带领团队成员创立起“临汾好办”

社区政务服务品牌。由此这样一个二十多人的

服务平台，每年受理各类事项逾12万件，跑

出了99.99%的居民满意度。

为了让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有更大

提升，王晓珺在实践中琢磨出“王晓珺工作法”，

针对重难点项目的专题培训，是她带领团队学

习的固定“三件套”。如今她也带教起新人，熬

更守夜编写了10本专业工具书，摒弃传统“简

单兜售式”讲解法，创新性地采用“TED式”的

演绎法，通过讲案例、摆观点、细分析、得结论的

讲解技巧帮助同事们更全面、深入地掌握、提高

工作方法。

2022年被评为上海市“新征程奋进者”的王

晓珺说：“我是临汾成长起来，服务居民‘小事’

不小，希望每一位奋斗在岗位的同志都能有所创

新，建功立业。” 本版图片 本报资料照片

怀揣500元的创业者
收获十万好口碑

社区商业元素丰沛，沿街小店众
多。针对于此，街道在全市率先提出将
“支部建在路上，党在群众身边”，辖区被
分为4个街区，将“居委会”设到沿街面，
每个片区都有专职党支部书记，在街道
相关职能部门支撑下，对沿街商户提供
指导、帮助、支持、解困，让创业者成就自
我、也奉献社区，积极参与自治共治。

岭南路上有家新旺美食林，这里不仅是一间

家常菜馆，也是街道为老助餐点之一。

每到中午，店里满满当当，有老人步行穿过

3条马路来这里就餐。店主俞迎春招呼好来就

餐的老人，又拎着打包好的盒饭匆匆奔向岭南

路700弄小区，那里有5位高龄、独居老人等着

他将热腾腾的午饭送上门。每日为5名困难

老人提供免费的“暖心午餐”，他已坚持了整整

18年。

2000年，从崇明农村来的俞迎春夫妇怀揣

500元现金，在岭南路上落了脚，开起了小餐

馆。起初人生地不熟，选址、办营业执照、装修、

招员工等都得操心。街道十分重视这些新入驻

的商户，主动帮他们“落地生根”。“当时办理执

照，我不知道需要哪些材料，街道工作人员替我

列好清单，一次性准备好材料办理成功。街道也

帮忙牵线，为我介绍了员工，帮他们办理了暂住

证，我的小店这才经营了起来。”

很快这家小店凭借物美价廉的菜品赢得周

边居民欢迎，夫妻俩也在这里安了家。但由于户

籍原因，两人的孩子在打预防针、入学等方面遇

上困难，这时，街道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解决了实

际难题。

有了归属感，一家人积极反哺社区。一墙之

隔的岭南路700弄居委会常在传统节日开展为

老服务活动，俞迎春主动表示：让老人们来自己

店里。自2004年起，每逢端午、中秋、重阳、春节

等传统节日，他请孤老们上饭店团聚，也请居委

会排摸了小区困难老人情况，每日为老人送餐。

他还当上了街面“路段长”，在店铺门口两三百米

范围内，把店铺党员、积极分子、志愿者店主等组

织起来，通过行业自律、路面自治、区域共治守好

自己的家园。

十年来，俞迎春先后获“上海市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好人好事”、静安区“诚实守信”道德

模范、上海市“慈善之星”等荣誉称号，成为

静安区党代表，每天小店生意红红火火，也作

为街道第三家社区食堂，每天为400位老人提

供用餐服务。

近年来，临汾社区750家商户中先后涌现出

5支志愿者服务队，每年开展便民服务30多场，

服务人群覆盖万人。

下떳붨틽쇬쿂，绕죆“人탄人、人룟人”力솦，区훾짺动�쫍훐맺쪽쿖듺뮯内涵的活솦社区——

临汾路街道：人人参与、人人出彩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