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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伍探索社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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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义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75岁癌症老人：笔耕不辍 精彩追梦
和义街道久敬庄社区李有生努力传播社区正能量，把病痛当作人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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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物业怎么管？和义街道东三社区找到“方法论”
主要有三点：社区自治、钱都用在刀刃上、发动群众出力献智

社区新鲜事

楼道内保洁、水电气维修、换季修剪树枝……这些司空见惯的物业服务在很多老小区却需要社区和居民携手自治，和义街道东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在
专业化社区队伍的探索下，在热心居民的无私帮助下，东三社区无物业自治运行得平稳有序，1983年起就住在这里的马师傅说：“我对小区很满意。”

马师傅今年71岁，退休前曾是油漆
厂的一名电工，1983年搬进东三社区。
因为熟悉电路维修工作，他和社区另外
几名老人参加了党员义务维修小组，平
时就巡查各种基础设施，社区有施工的
时候做“监理”。马师傅还是一对一助
老志愿者，帮助邻里高龄老人。

据介绍，东三社区老人比例高，且
高龄老人多。60 岁以上老人占到

30%，其中80岁以上有300多人，90岁
以上有 23 人。社区将马师傅这样身
体健康、尚有余力的低龄老人与社区
党员组织在一起，形成治安志愿者巡
逻队，每天在社区内义务巡逻，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给社区。

还有一部分居民在没有社区召集
的情况下，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刘丽阳说，社区清扫楼道的工作是近

两年才用专项资金完成的，以前都是
热心居民自行清扫，张涛、郭文君、马
俊英……很多楼门长都是义务“保洁
员”，标准还很高。

刘丽阳表示，接下来社区将通过
更多活动，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她
认为，年轻人不同于老年人，更有想
法，更需要引导，一旦引导成功，将成
为无物业社区自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与癌症抗争五年
把病痛当作考验

这样忙碌的李有生，经常让人忘了他是一名癌症
患者。

2014年初，李有生被确诊为食道癌。“检查那天，医生
喊一个名字念一个结果，别人都是阴性，到我这儿医生没
说话，我就知道不对了。”家人也没有刻意隐瞒，回家路上
儿子向他坦白，“爸，可能就是这个病了，别担心，咱能治。”

当晚，一向乐观的李有生失眠了。“我不抽烟，也很少
喝酒，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落到我头上？”李有生说，不是害
怕，只是想不通。“后来想明白了，别人能得的病，凭啥我就
不会得呢？”想到这儿，天已经亮了。这天正好有场文艺演
出，需要上台主持的他麻利地起床洗脸，穿好衣服直奔演
出现场。

“这就是对我的考验吧！”李有生把疾病带来的所有不
便都理解为考验，“我能保持正常生活，就是经受住了考
验，这是党员的本色。”但毕竟是癌症病人，他经常体虚难
受得起不来，走路没劲摇摇晃晃，手术后的前半年，光是胃
镜就做了18次。

“参加活动虽然不能治病，但心情好了，总觉得身体也
跟着舒服了。”患病以后，李有生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不
减，常常从医院复诊完，家都不回直接到社区取报纸，为大
家“读报”。

新时代追梦人
生活依旧精彩

李有生对社区工作的热忱，得到了家人 100%的支
持。他的爱人也是一名退休教师，在小区里，大家都叫她
李阿姨。李阿姨从不反对李有生参与社区工作，还常常陪
他磨合稿件到深夜。除了生活上照顾，李有生觉得爱人对
他精神上的鼓励更加难得，“生病之后我脾气没有以前好
了，特别容易急，她从不跟我计较。”

这些年，老两口还与亲友结伴出游，走过了西班牙、葡
萄牙、韩国、英国、泰国等许多国家。从 2016 年起连续 3
年，他都会和家人到密云的山庄避暑一两个月，在那儿，他
帮助山庄策划组织了两届文艺晚会和两届诗歌征选活动。

在很多人眼里，李有生是一个能自己开车去放疗、玩
转现代社交和购物软件的时髦老人，但偶尔，他也会对疾
病产生一丝担忧。他常常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

“有生，我舍不得这个家。”
李有生不忌讳谈生死，对生活的难以割舍和对家人的

眷恋支撑着他，让他拥有比一般人更加豁达的生命观。“转
眼就退休16年了，容颜老了，大病来了，但还是要尽我所
能为社区贡献力量，可能很微薄，但这是我这个新时代老
年追梦人的精气神。”

刘丽阳从基层工作角度出发，认为企业联建的老小区
之所以不便于引入物业，主要是受产权单位不统一、国有
企业尚在进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老小区物业收费标准不
明确三方面影响。

刘丽阳以东三社区为例，由于国有企业尚在进行非经
营性资产剥离，每家国企的剥离进度不一，也导致了同一社
区内，各住宅楼产权不统一的情况。如果由产权单位选派
物业公司，就会出现同一个社区同时由多家物业公司来管
理的局面。

同时，由于小区设备设施等配置不够完善，也没有专
门针对老小区的物业收费标准，引进物业如何收费是个大
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刘丽阳有着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国有
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产权等应该按照属地化转移，
这样便于引入统一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在物业收费上，
老旧小区如果按照房产所有权面积收取，标准难以制定，
居民的接受度低。建议按服务项目收取，针对具体内容一
事一议，公开透明，让居民的钱花得明白。

东三社区的四区、五区位于南中
轴旁，属于典型的企业联建老旧住宅
区。从 1978 年第一栋楼开始入住到
1996年最后一栋楼建成，均由市属国
企所建，虽然大多数房产已经通过房
改出售给个人，但总体产权仍属各企
业所有。

那时候社区的事情是由“企业房
管科”和“家委会”管理，随着国企改

革、城市社区等概念兴起，二者逐渐退
出历史舞台。东三社区党委书记刘丽
阳 2003 年来社区工作时，“治理工作
就都归社区管理了，但那时的工作人
员多数是企业退休的老职工。”

刘丽阳认为，社区在治理上的变
化是从2009年开始。“2009年开始，我
们的社工队伍开始专业化、年轻化。”
她随意举了一个例子，2004年以后社

区实施封闭停车，最初由社区和派出
所共同管理。有了专业年轻的社工队
伍后，社区开始探索自治模式，社区服
务中心全面接手了这项工作，并经历
了委托停车公司、建立社区停车自管
会等多种形式，到如今终于磨合到较
好程度，由和义街道对东里三个社区
（东三社区是其中之一）统一协调，安
排停车公司管理。

社区自治，资金是基础。刘丽阳
介绍，政府每年都会给老小区下拨专
项管理资金。“必须精打细算，花在刀
刃上，不能和高档住宅小区比，但设备
设施方面要满足社区运行和居民生活
的基本需求。”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户每
年收取 54 元保洁费，再从专项资金
中拨出 16 万元，基本满足楼道的清
洁工作；社区有安保摄像头 70 至 80
个，每年还要固定支出 8 万多元化粪
池污水井处理、3 万元无主非生活垃

圾清运等等。
除了必须花钱的项目，能不花钱

的事情，社工和居民们是“有力出力、
有智出智”。东三社区广场周边，大
朵月季花开得正艳，飘香的紫槐在绿
树叶间跳动。很难想象，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居民们从附近园林苗圃队

“捡”来的，“有一些发育不良的瘦弱
苗木，园林队用不上，就被我们捡回
来种在小区里。”刘丽阳特别提到出
租车司机宋英师傅，他大部分休闲时
间都奉献给了小区的树木，在他的悉

心照顾下，不少“问题”树苗成功存
活，长势良好。

社区还有一个党员义务维修小
组，主力是社区的3位男社工，他们不
是电工，却都掌握了修换楼道电灯泡
的技能，经常在关键时刻化身“修理
工”登梯子、换灯泡。刘丽阳也表示，
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不是
长久之计，但随着相关经费越来越多、
政策逐渐倾斜等，社区治理的内容会
更丰富、标准也在逐步提升，很多问题
都将逐步得到解决。

专项资金花在刀刃上

热心居民发挥大作用 企业联建老小区为何不引入物业？

他是真实的“记录者”，从 2018 年初开
始，以社区故事为主题发表文章 20 多篇；
他是热心的“读报人”，每天将报纸精华提
炼成短文供居民阅读；他是时尚的“旅行
家”，走遍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
他就是和义街道久敬庄社区的新闻发声
人李有生。每天忙忙碌碌经常让人忘了
他还是一位与癌症顽强抗争了 5 年的 75
岁老人。

以笔为话筒 关注社区冷暖

李有生退休前曾是中学校长，所以居民
都习惯叫他李校长。2018年初，丰台区在各
社区推选新闻发声人，李有生凭借过硬的政
治素养和对社区事务的深度参与，毫无争议
地成了久敬庄社区的新闻发声人。

对这份新“工作”，李有生的理解是——
宣传正能量，反映身边好人好事和群众呼
声，向《丰台报》供稿或提供新闻线索。

“写作不仅要有角度，还要快，慢了就成
旧闻了。”在他的文章里，社区居民是主要描
写对象。“八十岁老党员张珍花不顾雪天路
滑，提前来到社区参加会议。会议结束时，
党员张俊玲主动搀扶张大姐，把她送回家才
放心自己回家。”雪地上的这对背影，在李有
生笔下汇集成《雪中暖情》，在社区收获一片

点赞。还有反映党建的《久敬庄社区党委党
建成果显著》，反映群体活动的《迎着春光走
起来》，关心民生的《举办健康心理知识讲
座》，反映改善小区环境的《齐心协力栽月
季，小区换新颜》……

针对社区不好的现象，李有生也发出了
“监督批评”的声音。久敬庄社区新栽了不少
月季，却有人悄悄将花苗移到自家花园。他将
这种现象写出来后，社区一些老同志自发组织
队伍管护月季，“移花接木”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为居民读报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基本就这些内容。”总结自己工作时，
李有生只是寥寥数语。久敬庄社区党委书
记李霞直言：“他太谦虚了。”

李霞用“奉献”来形容李有生。“李校长
每天都来社区取报纸，读过之后提炼出精

华，发到社区群里供大家学习，大家都叫他
‘读报人’。”不论刮风下雨，这样的读报几乎
没有间断过。

李有生的手机上有一个“自学”栏目，抄
录了翻阅报纸后所得的近 100 篇精华。他
还将一些法规类的信息编成测试题发到社
区群，已经有80人正确作答，起到了不错的
宣传效果。

小区 7 号楼北侧有条路，一直不太好
走，李有生找到李霞，商量着能不能给地面
做硬化。多次现场查看后，他建议，道路外
侧铺上草坪砖，划出车位，内侧继续留给居
民种花、种草改善环境。没过多久，路面动
工了，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李有生每天在
家烧好水、泡好茶，拿到工地给工人解暑，3
天的施工期，送水没有间断过。“最后一天他
不在家，特意委托邻居帮忙。”李霞介绍。

“
”

一代有一代的责任，一代有一代的担
当。老同志要把接力棒一代一代传给儿
孙后辈。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身
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好新时代的老年
追梦人。

姓名：李有生
年龄：75周岁
身份：和义街道

久敬庄社区新闻发声人

▲李有生每天都会到社区服务站取报纸，早就成了大家的老朋友。
▶李有生把报纸摘录通过微信群分享给社区居民。

▲刘丽阳在社区巡视时，遇见小区居民帮人免费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