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

“问题小区”找到突破口

邱伯兴目前跟着二儿子居住在佳
年华新生活A区3栋。96岁高龄的他
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每天都会在
小区内散步，或走走停停看看花，或闲
坐树下打个盹儿。老人住过很多地
方，晚年“阅尽千帆”后却对佳年华新
生活A区情有独钟，为何？

佳年华新生活A区位于温江区公
平街道江安社区。2017 年，一、二期
（清水）交房；2020 年，三期（精装）交
房，现有居民2320 余户。乔迁之喜没
有持续太久，小区很快就变成了“问题
小区”，投诉量一度占了江安社区的一
半以上。“当时三期延期交房，业主就
有一些意见。交房后又出现装修质量
等问题，最终矛盾爆发。”江安社区党
总支书记胡丹丹告诉记者。

矛盾的“盖子”揭开后如何解决？
面对居民的诉求和小区存在的实际问
题，江安社区党总支按照“三个三”红
色党建引领、黄色安全心安、绿色生态
环保三色；实心问需、倾心服务、精心
治理“三心”；环境卫生好、安全秩序
好、邻里关系好“三好”理念，以“三抓
三强”，抓阵地建设强队伍，抓网格管
理强自治，抓矛盾化解强服务为抓手，
开启党建引领小区治理之路。

突破口就是成立小区党支部。小
区开展了“组织等你回家”、寻找“能人
社贤”等系列活动，采用入户、扫楼等

“铁脚板”方式，广泛寻找发动党员，建
立楼栋联系人队伍并在2021年1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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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同堂诠释“温江一家亲”
小区治理三年攻坚“新”样本

立小区党支部，截至目前有党员 16
名。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无党群服务阵
地，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反复与物
业公司洽谈，并寻求多方支持，最终物
业公司同意将小区7栋物业用房用作
党群服务阵地，并于 2022 年 2 月投入
使用。自此，小区有了“根据地”，可供
议事和开展活动，获得党员和居民的
一致好评。

全省首个

物业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

居民意见得不到及时回应，矛盾
不断累积，这个“气”往哪里撒？大家
把“矛头”指向了应该成立而没有成立
的“业委会”。“当时部分业主发出成立
业委会的倡议，居民意愿非常强烈。但
由于该小区80%以上的居民都是80后、
90后，正是拼事业的时期，工作家庭两
头奔波，虽有热情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具体参与小区事务。加之之前
的自管会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业
主反映的诉求迟迟得不到解决，也让小
区居民对其失去了信任。由于意见难
统一、各方诉求不一致，导致业主委员
会推进困难重重，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
筹备后最终失败。”胡丹丹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2022 年 5 月 1 日，《四川省物业管
理条例》出台，鼓励基层做试点探索成
立物业管理委员会。经江安社区党总

支和小区党支部研究分析，《四川省物
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物
业管理委员会履行业主委员会相应职
责。作为小区自治组织，物业管理委
员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是相同的。结
合小区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社区
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由社区党总支和
小区党支部一起入户做工作，征求楼
栋联系人意见建议，最终在2022年10
月成功组建四川省首个商住小区物业
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为江安社区党
总支成员周明。推荐产生正式成员11
名，其中党员6名。正式成员中业主成
员7名，公平街道、派出所、社区、开发
企业单位成员各1名，平均年龄36岁。

“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构成，而物
业管理委员会人员由超过一半的业主
和4个单位代表构成。这既是不同之
处，更是优势所在。单位代表受党纪
国法、规章制度的约束范围更全面、监
管更严格，接受廉洁自律、警示教育的
渠道更多，而谋取私利、侵害业主利
益、触碰高压线的几率也就更小，更能
确保这个自治组织‘守住底线’，始终坚
持正确的工作方向；另外，单位代表分
别由街道、派出所、社区和开发建设单
位指派，他们对于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和谐稳定、民生服务、纠纷调处等涉及
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更具有专业性和
职责专属性，实践经验更丰富，方法路
径更多元，处理物业矛盾纠纷更加公开
透明、更加公平公正。”周明表示。

人文小区

家文化浸润邻里“一家亲”

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工作
规则中涵盖运行管理、工作职责、议事
规则、值班接待、监督管理等 21 大项
29 条共 8000 余字。特别是明确了公
示公布制度、值班值守制度和意见收
集反馈制度。在开展工作 10 个月当
中，共收集意见建议 10 大类 34 项，已
解决 31 项，其中消防设施问题整改、
绿化草坪整改、小区微景观打造、三期
机动车出入口启用、电梯机房改造、门
禁系统智能化改造、非机动车库整改
（增设）、小区内涝、非机动车进电梯
等问题已基本完成，三期房产证办理
等开发商遗留的问题解决率也达到
了 90%以上。2023 年 6 月，同期对比
2022年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65%提升
到了85%。

随着微网实格工作的推进，在社
区党总支和小区党支部的带动下，小
区进一步健全了楼栋网格体系，形成
了 1 个一般网格、11 个楼栋 23 个微网
格的组织架构。与此同时，还挖掘培
育出了快乐永恒舞蹈队、佳年华 A 区
star篮球队、雨花蝶走秀队3支自组织
队伍，建立了198人的志愿者服务队。

值得一提的是，小区 11 栋门前草
坪每逢下雨，草坪内泥水就会蔓延到
路面，居民出行很不方便，常有老年人
和小朋友滑倒。微网格长收集到居民
诉求后，及时沟通物业管理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积极搭建平台、召集
多方共议解决方案，最终集群众智慧
和物业公司力量，在小区志愿者积极
参与下，改造出一条排雨沟。虽然是
个细微工程，但根本性解决了下雨天
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也使绿化区域
更加整洁、美观。业主从中感受到了
获得感，自觉参与到排水沟的日常维
护，取名“五彩沟”，意寓共同绘就五彩

斑斓的生活场景。

“五彩沟”是“微网实格”治理机

制、物业管理委员会作用发挥的典型

案例，也是居民共同参与，共同打造、

共同维护的治理样本。据悉，目前小

区住户除自住外，还有部分是学生家

长租住，居民来自成都、达州、自贡、绵

阳以及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和陕西

等地。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像邱伯

兴老人一样，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

“一家亲”氛围。

小区治理归根结底是服务人。“之

前我们探索了智慧小区等路径，但那

只是治理手段，最终还是要回归居民

的价值观引导及习惯养成。因此，我

们提出‘人文小区’的总体治理思路，

以人文塑造为出发点，探索小区治理模

式。在佳年华新生活 A 区，我们围绕

‘家’文化，营造健康快乐、和睦和谐、互

助友善的家园氛围，让家门口的幸福可

感可及。接下来，我们计划每一个社

区、每一个小区都倡导一个‘人文主题

’，将佳年华新生活A区的治理经验推

广开来。”公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街道供图

今年6月，成都市召开小

区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动员部

署会，提出实施“六大”专项

行动，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温江区公平街道江安社区佳

年华新生活 A 区曾是“挂了

号”的“问题小区”。但经过

持续治理攻坚，居民反映的

问题逐个解决，物业费收缴

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20%。96

岁的邱伯兴老人是小区的

“候鸟”居民，跟着三个儿子

轮流居住，享受着“五世同

堂”的天伦之乐，一番比较后

老人说：“还是喜欢老二（佳

年华新生活A区）这里，环境

好，住得舒服。”站在新的起

点上，佳年华新生活 A 区正

以“家文化”为“魂”，营造和

睦和谐、运动健康、友善互助

的家园氛围，朝着人文主题

小区“乘风破浪”。

开展志愿服务，齐心共治。

定期举行业主恳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