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伴随着丰台区第七届“邻里节”的启动，各街镇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邻里节活动。从健步行的活力飞扬到旧衣
回收的绿色循环，从孝亲文化的温情传递到志愿服务的暖心接力，各街镇以多元活动绘就“邻里有爱，治理有方”的新图景，为新时代社
区共建共治共享写下生动注脚。图为云岗街道居民参与飞行棋环保小游戏。

多元活动绘就多元活动绘就““邻里有爱邻里有爱””新图景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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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北京丰台·十堰张湾大健康产
业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举行。活动中，张湾区人
民政府分别与丰台区医药大健康专班、北京博
鑫泰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颐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签订招商合作协议；张湾区民政局与北京市老
吾老集团签订“康养旅居”合作协议；十堰天香
黄酒有限公司与北京德科瑞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生物医药”项目合作协议。

十堰市农业科学院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
药学院、丰台区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专班签
订“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协作项目”合作协议；
张湾区商务局与北京老门框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北京老字号餐饮服务”项目合作协
议；湖北知雨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圣
祥乳业制品厂签订“老酸奶非遗传承与药食
同源酸奶开发项目”合作协议；华药（十堰市）
药业有限公司与丰台卢沟桥中医药大健康产
业园签订“总部+基地”项目合作协议。

据了解，本次签约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总部+基地”、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协作等 10个项目，总投资
20亿元，涵盖生物医药、生态康养、绿色食品饮料等多个领
域，为张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活动现场，北京市丰台区生物医药大健康专班7位代表
围绕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交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张湾区位
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产业协作前景广阔，将进一步创新
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张湾集聚，推
动更多项目落户张湾，更好助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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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以水结缘，携手共进。自
2014 年北京丰台区与十堰张湾区建立南
水北调对口协作以来，两地通过“丰台企
业+张湾资源、丰台市场+张湾产品、丰台
总部+张湾基地”等多种方式，深入推进环
保、产业、科教、人才等领域交流协作，推动
北京玖博中药饮片等多个项目落户张湾，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交流协作，结
下了深厚友谊，取得了丰硕成果。即日起，

《丰台时报》开设“张湾之窗”栏目，带您一
起聆听两地交流合作发展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姜欢）“居民并非不愿参与
社区议事，而是缺少‘接地气’的平台。”从事社
区工作 20余年的西罗园街道怡然家园社区前
任党委书记刘燕军在回顾与居民的沟通中感
慨道。于是，搬起小马扎、走进小广场、围坐楼
道口唠唠家常，以丰台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五邻议事”协商工作法——“邻里提、邻里议、
邻里定、邻里办、邻里评”，推动社区治理的闭
环机制为核心，怡然家园社区把议事会开到了
群众身边，让“有事就找小马扎”成了居民的口
头禅。

从楼道堆物到停车难，从绿化养护到垃圾
分类，“小马扎议事会”分别按照共性和个性问

题列出清单，制定解决方案，做到事事有记录、
件件有回应。同时，通过收集居民诉求，请居
民当主角，努力发掘社区建设能人、自治达人，
发挥网格员、党员干部、居民代表、志愿者在社
区治理中主动发现问题的作用。“我们希望有
的放矢地解决老百姓的不同诉求，让精细化网
格治理体系更完善，更得民心。”社区有关负责
人说。

针对老人反映的休闲设施不足问题怎样
解决？邻里关系如何“由冷变热”？“邻声”听民
意、“邻情”破心墙成了破解之道。党员带头坐
小马扎、唠家常，用“居民语言”化解矛盾，黏合
快节奏下的邻里情，激发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

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记者了解到，怡然家园社区依托“一网三

平台五定员”体系，将 104个网格变成 104个
“信息站”，每个楼宇都有网格管理员、网格宣
传员、网格信息员、网格安全员、网格监督员，
每位网格员都是“移动议事员”，手持小马扎随
时召开“楼道会”“树下会”，营造人人随时做志
愿、户户参与“微自治”的良好氛围。
“‘五邻议事’不是干部唱独角戏，而是群众

当主角。”社区有关负责人说。社区通过“自组
织、自服务、自发展、自管理”来共同解决社区所
面对的共性问题，把解决的每一个问题作为社
区“微自治”的缩影，以点带面，让社区自治成为
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协奏曲。社区居民谢先
生表示：“以前觉得议事是社区的事，现在我也
能当‘楼门管家’了。”

如今，议事会提前化解矛盾，社区党委将
分片包楼的方法延伸到各支部、各网格，按照
志愿服务特长，精准匹配社区服务岗位。攻坚
克难，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抓住治理末梢，
多渠道推动解决居民需求和诉求。居民关心
的共性问题实现“未诉先办”，社区 12345投诉
量逐年下降；邻里关系由曾经的“对门不相识”
变为“一起清楼道、一起做志愿”；治理效能“提
质增效”，“微自治”项目覆盖全社区，90%的楼
道堆物问题通过居民协商解决。
“怡然家园的‘小马扎’不是普通的凳子，

它是党建引领的‘红坐标’，是居民共治的‘连
心桥’。未来，我们将继续以‘五邻议事’为抓
手，让更多‘金点子’在板凳上诞生，让‘微自
治’绽放‘大能量’。”西罗园街道怡然家园社
区党委书记王妍说。

“小马扎”撬动“大治理”

本报讯（记者 姜欢）大件垃圾堆放清运
问题如何处理？菜鸟驿站扰民诉求如何解
决？绿地占用引发的矛盾如何化解？新村
街道万年花城第一社区在丰台区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五邻议事”协商工作法——“邻里
提、邻里议、邻里定、邻里办、邻里评”的基础
上，摸索出“花城议事厅”这套基层民主自治
和社区治理秘籍，成功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
题 50余件。

据悉，万年花城第一社区共有 15栋居民
楼和 3栋商业楼宇，共计 2449户居民。随着居
住年限增长，社区设施逐渐老化，居民需求日
益多元化，管理服务亟待进一步完善。

记者了解到，万年花城第一社区曾因地
铁线修建占用小区公共绿地引发了居民与施
工方的矛盾。“花城议事厅”于 2019年 8月 23
日召开地铁施工占地补偿款议事协商会，经

多方协商后合理分配补偿款，还在小区内修
建了一处公共休闲凉亭和一处文化长廊，占
用的绿地目前也已恢复为月季园，改善了社
区环境，同时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并提高了
满意度。

为解决社区治理中类似的难点、痛点、堵
点问题，社区党委积极探索，以“好邻居 好商
量”为宗旨，以“五邻议事”闭环机制为抓手，着
力搭建“花城议事厅”议事协商平台，构建党建
引领、多方参与、协商共议、居民自治的治理新
模式，通过“邻里提、邻里议、邻里定、邻里办、
邻里评”，充分激发居民民主协商意识，提升居
民议事能力。

从存放堆积在 18、19号楼之间的旧沙发、

旧床垫、装修更换下来的马桶、塑料泡沫等非
生活垃圾到绘有花草树木，成为一处绿色小景
观，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的大件垃圾存放点；
从因快件不送货上门、居民聚集取件、占用消
防通道、垃圾堆积等问题被大量投诉的小区内
部菜鸟驿站到确定菜鸟驿站搬离方案，顺利关
停驿站……在每一件贴近百姓身边事中，“花
城议事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让基层治理中
居民参与和协商机制的有效性提升，为社区和
谐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大家关心的事一起
商量着来，共同解决，生活环境好了，烦心事没
了，让我们感觉很幸福。”社区居民李奶奶笑着
说道。

据悉，社区依托“网格长+物业网格长+楼

栋长+党员网格员+N”组织体系，通过电话沟
通、“花城议事厅”、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形成
“线上+线下”多渠道意见收集方式，建立“社区
工作者、居民代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
业、共建单位+N”的协商体系，由社区党组织
召集相关部门单位对收集到的民生问题进行
协商，形成解决措施。同时，积极引入社会资
源，整合社区离退休干部、“双报到”党员、业委
会、物业企业、热心群众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
措施落地落实。
“我们坚持‘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

民定’，将协商议事会打造成居民诉求表达的
‘直通车’和‘连心桥’。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
‘五邻议事’机制，进一步优化社区治理模式，
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党建引领多元
共治的社区治理之路越走越宽！”万年花城第
一社区党委书记贾树文说。

“花城议事厅”上线社区治理

5月份，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增多，对公
众工作、生活影响较大。大风天气注意出行安全，车
辆、人员避免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
树的下方停留；驾驶人员注意路况，谨慎驾驶，减速慢
行。雷暴天气，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
高空、水上作业；不要接触外露的铁锹、天线等金属工
具或物品。冰雹天气，室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场所暂
避；户外行车应及时在安全处停车躲避。

另外，本月进入夏季，有限空间中毒窒息、触电、
土方坍塌、高处坠落等事故多发，各生产经营单位要
进一步增强安全责任意识，加强作业现场监督检查和
隐患整改，积极开展安全培训教育，督促作业人员落
实安全操作规程，有效遏制夏季高发事故的发生。

（丰台区应急管理局）

在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引领推动下，
这样的“解题”模式，正是“长辛先锋”的缩
影。初夏的阳光洒在看丹街道中海九浩苑
社区居委会，一座由二维码装点的“有声书
屋”前，居民们正举着手机扫码聆听《百年·
见证》的党史故事。这是“长辛先锋·九浩友
邻”社企联动共建主题活动的一幕剪影，百
姓的“需求清单”将社区与企业紧紧连接。
街道创新开展“居民需求+企业资源+场景
机会”三项清单对接机制，即居民提需求，企
业提供资源支持，形成“党组织结对+需求
清单匹配”共建模式，同时街道为企业提供
32项城市场景机会，涵盖 14类城市治理场
景清单和 18项伙伴合作场景清单，社企联
动从“资源池”升级为“服务库”。 

先锋服务
从“港湾”到“驿站”
激活民生“微循环”

在太平桥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先丰港”
营商服务平台率先引入全市街镇级大厅“AI
数字人”，实现政策咨询、事项办理“全时段
自助服务”，企业诉求“一屏统览”。这一智
慧化实践不仅缩短了审批时间，更以“党建
链”串联“产业链”，推动新注册企业增长204
家、新迁入企业 60家、财政收入增速达
64.2%，成为区域经济跃升的“数字引擎”。
“先丰港”的实践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已

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马家堡街道
依托“一街多港”试点，将“先丰港”嵌入城南
商业集群，通过搭建求职平台、政策宣讲专
班，精准破解民营企业“人才荒”。一场招聘
会吸引30家优质企业，释放岗位200余个，初
步就业意向率突破60%，“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人才受益”的协同效应凸显。正如时代
风帆楼宇党委书记李冉所言：“‘先丰港’不仅
是服务窗口，更是商圈活力的‘催化剂’。”
“先丰站”则成为民生服务的“温情驿

站”，疏通治理堵点。卢沟桥街道康馨家园
北区地下车库路面破损问题，曾因权责交
叉久拖不决。社区“先丰站”启动“吹哨报
到”机制，联动物业、开发商成立专项工作
组，两周内完成地面修复。
“没想到一个电话就彻底解决了我们楼

的老大难问题！”家住成寿寺街道静馨嘉苑
的陈先生看着畅通的下水道连连点赞。原
来，该小区多户居民长期受厨房下水返水困
扰，物业多次疏通仍“治标不治本”。社区
“先丰站”接诉后立即启动“应急快修”机制，
联合街道城建科、物业工程师组成“攻坚小
队”，通过专业管道检测仪精准“把脉”，施工
人员连夜更换破损管道，社区工作者全程
“监工”，从此让居民告别了“水漫厨房”的烦
恼。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先丰站”的核心
价值——通过“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将治
理痛点转化为共治亮点。

先锋力量
从“青苗”到“银发”
锻造治理“生力军” 

“青苗”成长，播撒志愿精神的种子。在
宛平街道，“校社共建”行动让丰台二中卢沟
桥学校的学生们化身“环保小卫士”，他们弯
腰捡拾垃圾的身影，成为社区最动人的风景。
云岗街道的小小志愿者们则通过拼搭火箭、
发射架、卫星、测控站模型的活动，培育家国
情怀。这些“青苗”志愿者用稚嫩的肩膀担起
社会责任，在实践中学以致用，让志愿精神在
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银发”生辉，绽放岁月积淀的芳华。长

辛店街道的“健康管家”志愿服务队里，低龄
老人与“老老人”结对帮扶，用温暖陪伴诠释
“老有所为”。春季大扫除中，五里店街道
79岁的老党员赵崇勤挥舞扫帚的身影，花
乡街道八旬老人王法信擦拭宣传栏的专注，
无不彰显着“银发”先锋的担当。这些长者
志愿者将毕生经验转化为社区服务动能，在
环境整治、邻里互助中续写着人生华章，用
实际行动证明年龄从来不是奉献的界限。

从“青苗”到“银发”，丰台区实现了志愿
服务的代际传承与优势互补。青少年带来
创新活力，长者贡献经验智慧，不同年龄段
的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各展所长、相互学
习，形成了“大手拉小手”的良性循环。

党建“绣花针”何以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
（上接 01 版） 长辛先锋·基层治理

丰台五邻议事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安全风险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