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耕善治“微网格”
为蓉城老旧院落注入新活力

小区年久失修老旧，居住环境差，怎么办？小区居住人员多元，居民自治意愿不高，怎么办？居民缺少活

动空间，怎么办？近日，本报记者走访成都各镇（街道），看成都社区是如何强化党建引领，依托“微网实格”基

层治理体系，联合辖区多元治理力量，解码老旧小区改造的“民心工程”，为蓉城老旧院落注入新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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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自管会巴适！顶得起！让
我们的老房子穿上了‘新衣裳’！”11月
14日，看着改造好的14号院落新铺的
路面、新刷的墙面、新建的非机动车停
车棚，家住温江区天府街道游家渡社
区的居民王孃孃满脸笑容。

据游家渡社区院落网格员袁利介
绍，14号院落的改变，正是天府街道以
社区党组织、网格、微网格长、院落自
管会成员、小区党员等骨干组成的微
力量集思广益，对小区进行联合打造
的结果。

游家渡社区 14 号院是传统的老
旧院落，多年来存在着基础设施老化，
小区外墙脱落严重，停车位、非机动车
位严重不足，垃圾点位设置不合理等
困境。

基层要发展，党员先带头。今年

初，社区党组织联合社区网格、微网格
长、院落自管会骨干、小区内党员力量
等骨干成员13名，在社区党总支的带
领下，组成小区院落改造“微力量”，带
领整个小区居民为小区改造建议献
策、贡献力量。

活动开展以来，“微力量”成员逐
户上门走访居民，收集改造意见 135

份，就小区居民关心的院落面貌差、外
墙脱落严重、非机动车停车充电难、外
来人员进出管理混杂、窨井盖破损、无
公共休闲设施等问题进行整理，通过
开展“院落坝坝会”“社区龙门阵”“邻
里对话”“微更新改造”等活动 12 场
次，广泛征求大家意见。

方案有了，钱从哪里来？“微力量”
成员率先带头捐款，并广泛发动小区
居民踊跃捐款 4 万元；社区也将这一
情况积极向街道反映，街道及时根据
筹补机制，按照小区居民自筹一部分，
街道给予 3-5 倍补助的原则，及时补
助小区院落改造资金20万元。这样，
就总共有了24万元的改造资金。

“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
上！”小区“微力量”成员、自管员主任
张红强组织大家开会时说道。紧接

着，“微力量”成员再次组织大家开会，
对小区院落改造进行讨论，对所存在
问题进行了梳理，就当前小区居民关
心的非机动车停车充电难、小区人员
进出管控难、墙面脱落老化等七个问
题全体居民一致进行了表决和同意。

最终，通过全体居民的共同努力，
在小区“微力量”成员的组织带领下，
游家渡社区14号院旧貌换新颜，以焕
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展现在大家面前。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依托和发
挥各小区院落的‘微力量’，鼓励各小区
居民自主协商、自筹资金，积极投入到
小区院落的改造整治中来，为不断提升
小区居民的满意度、幸福度而努力工
作！”看着改造一新的小区院落，游家渡
社区副书记蔡树全颇有感触地说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俊 街道供图

成华区

党建引领“微网格”
老旧小区焕新又“长新”

优化构建三级网格党组织体系，
探索建立“五微长效计划”，单元门前
搭起的休闲花架，8个小微工作室活力
运转……基层治理，机杼万端，桩桩件
件系民心。从改造阶段的“谁来改、改
什么、怎么改”，到后续成果巩固阶段
的“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2024年
以来，成华区水碾河路北社区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以微网实格工作机制为
载体，启动“拾光聚力 无微不治”微网
实格网格营建项目，逐步形成“全天
候、全方位、全过程”的微网格服务理
念，通过“微网格”做实“大治理”，“小
作为”凝聚“大合力”，推动社区管理模
式向“精治”方向的全面升级，让基层
治理迸发新活力，书写出老旧小区从
焕新到“长新”的崭新答卷。

平坦整洁的路面，崭新规划的停
车区域，功能合理的活动阵地……11
月12日，记者走进水碾河路北社区看
见这里如今的面貌。在此居住了 10
年的周先生发出感慨：“如今不仅居住
环境变好了，大家对社区建设也有了
更多话语权、主动性，人心聚了起来。”

如何更好发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
的作用，为民解忧、回应关切？水碾河
路北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组织
扎根于群众之中，在原有党组织架构
基础上，横向搭建微网格体系，纵向搭
建“社区总网格党委—一般网格党支
部—微网格党小组”三级党组织架构，
细分微网格70个，实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基层党组织+网格化管理”全
覆盖。同时，规范网格党支部职能职
责和运行机制，突出做好“微网实格”治
理的引领凝聚和组织动员工作，健全
社区“两委”包片一般网格，网格党支部
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常态化联
系服务群众渠道，坚持困难户必去、党
员户必去、矛盾纠纷户必去、特殊人群
户必去，了解群众实际需求、思想动态、
生活和工作情况，解决网格内群众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有效打通基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将党员作用的发
挥从“块”上、“点”上融入小网格。

水碾河路北社区是成都老旧小区
的典型代表，同厂同单位退休的老人
居多，并成片居住，熟络程度高……如
何契合居民需求，有效带动居民参与
到社区公共事务是社区党委面临的一
道难题。为此，水碾河路北社区党委
探索建立“五微长效计划”，即微慈善、
微创投、微服务、微自治、微文化，通过

“五微”工程，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的决策与管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逐步构建起
居民自治体系。

从他治到自治过程中，社区通过
微倡导吸纳院落骨干参与治理、通过
微管理激发微网格员工作热情、通过
微服务凝聚居民力量，发动了12位活
跃度高的微网格成员，组建了暖心小
队，通过日常便民服务活动促进微网
格员与居民的互动，把居民从小区治
理的旁观者变成了院落的“操心人”、
楼栋的“勤快人”。

“24栋单元门搭起的花架就是网
格与居民共融的亮丽作品。”水碾河路
北社区党委书记李秀玲介绍，在“暖心
小队”的自治带领下，社区内形成了微

网格员带头、邻里共同参与的良好自
治模式。起初，24栋单元门门口杂草
丛生，时常出现雨水倒灌的问题。为
解决这个难题，居民找到了微网格，微
网格员把居民召集起来，开坝坝会，一
起来想办法、出主意。在微网格员的
鼓励和引导下，居民们纷纷自主筹款，
拿出家中闲置的沙发、椅子，通过大家
的齐心协力，最终在单元门搭建起了
花架，打造出了公共休闲空间，以一带
多，以点带面的治理新模式让小区内
的环境再次得到提升。

在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的积极
推进下，曾经的水碾河路北社区，多方
资源“自扫门前雪”，但如今“各自为
阵”变成了“同频共振”。社区内的商
家们积极参与基层共治，为居民提供
了多样化的公益服务。家电维修店充
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为居民开展
小家电维修服务，无论是损坏的电水
壶，还是出现故障的电吹风，维修师傅
们都尽心尽力地进行修复，解决了居
民生活中的实际困扰；李满满小吃铺、
杭州小笼包早餐店和疯子老火锅等餐
饮商家，积极开展便民送餐服务，对于
社区内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行动不
便的居民，主动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

确保这些居民能够及时吃上热饭；裁
缝铺也不甘落后，开展便民缝补服务，
居民们送来的破损衣物，在裁缝师傅
的巧手下，重新变得完好如初。通过
党组织的引领和微网格员的协调，社
区内的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商家与
居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区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水碾河路北社区通过‘拾光聚
力 无微不治’微网实格网格营建项
目，以百姓需求为基础，从‘细枝末节’
发力，不仅‘破旧立新’改出暖暖的‘新
家园’，更‘以新换心’托起稳稳的‘幸
福感’，用满‘格’服务点亮老旧小区精
耕善治‘新图景’。”成华区委社会工作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全区将继
续深化“党建+社治”的实践模式、以
网格营建筑牢治理基础，做活城市更
新治理“后半篇文章”，把微网格变成
群众工作最前端的哨岗，实现“集居民
之智、办居民之事、解居民之忧”，真正
让老旧小区焕新之后能够“长新”，通过
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让越来越
多的居民享受更美好、更有品质的生
活，让城市的“颜值”和气质持续提升。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成华区委社工部供图

武侯区

以“微网实格”为载体
打造居民幸福新家园

“现在小区变化挺大，合唱团有了
阵地、柳湖广场凉亭焕然一新，目前在
准备改善篮球场……”11 月 12 日下
午，武侯区机投桥街道万寿桥社区成
通小区内，微网格长章文开心地向记
者介绍小区的喜人变化。

一面色彩艳丽的文化墙、一间温
馨的合唱团教室……小细节让居民感
受到满满的关爱，这些是万寿桥社区

“微网实格”的为民善举。目前，万寿
桥社区划分一般网格 9 个，配备专职
网格员12 名；划分微网格 66个，配备
微网格长66名，形成社区党委三级共
管“微网实格”治理构架体系。随着党
建引领“微网实格”基层治理工作走深
走实，社区“微网实格”联系服务群众
的力量不断激活，不仅促进社区精准精
细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还让越来越多
的群众和特殊人群收获到幸福生活。

成通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
典型的老小区。“地面青苔密布、座椅
和其他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合唱队练
歌要去别的小区……”微网格长杨顺
华说，眼看着居住多年的家园破落，居
民抱怨之余还得想办法改变现状。在
社区党委指导下，微网格长们收集居
民意见，网格员们多次走进居民家中，
还组织“坝坝会”与居民协商如何改造

家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区通过武侯

区邻里“微治理”项目资金及小区微网
格长自筹的经费，将居民的重点活动
区域进行了改造。柳湖原本是居民的
活动中心，每天这里的人流量最多，这
里公共区域的座椅日晒雨淋，木质骨
架破朽，已无法满足休憩的需求。楼
栋长们申报“苔痕阶绿、健身路径微治
理”微心愿项目。然而助力基金远远
不够，楼栋长们就集合物业、成通幼儿
园等多方力量共同治理。物业认领了
新增座椅项目，成通幼儿园认领了墙
面改造项目……现在的柳湖已经“蝶
变”，墙面以尊老爱幼为主题进行了手
绘，新的座椅能满足居民需求，草皮地
面消除了安全隐患。

“这里的改造是以‘微网实格’撬
动居民参与自治实践的生动写照，多
元主体在发现问题、协商问题、施工和
监督工程中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种熟人社会的治理路径给居民创造
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其他小区的
社区治理积累有效经验。”万寿桥社区
党委副书记杨文说。

“小区里有运动场地但年久失修，
我们打算花‘小钱办大事’把破损的地
方修修补补，这样大家又能运动了。”
网格员李海燕说，她就住在成通小区，
随着年龄增大，外出花钱运动觉得越
来越没必要。如果有了小区内的免费
运动场，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健
身的首选地。

成通小区的 12 名微网格长以居
民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做优做实“微网
实格”治理，正在谋划一场充满爱的升
级小区空间的举措。“小区可利用可改
造的空间不多，我们这次看中了篮球
场，打算在这里微更新美化小区环境，
凝聚邻里共建共识。”楼栋长代表说。

日前，成通小区被机投桥街道评
为“微网实格”示范小区，奖励了12名
微网格长经费2万元。楼栋长们高兴坏
了，这是对大家工作的认可，12位孃孃
经过协商，决定捐出奖励金用于打造小

区里的文化墙、改造篮球场破损地面。
“这面铁路文化彩绘墙是刚绘制

好的，外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和铁路有
关系。接下来，我们打算用剩余的奖
励经费加上申请街道级微治理项目，
共同把坑洼的篮球场进行修补……”
微网格长章文开心地介绍。

成通小区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
万寿桥社区以一个或多个微网格联合
体为重点单元，在社区常态长效开展
网格营建行动，利用社区保障激励资
金、微治理项目专项资金等，实施微更
新、美空间、新场景等建设，提升居民
的认可度和幸福感。

“除成通小区之外，我们还将打造
社区食堂、拥军憩园、居民坝坝茶等场
景，让居民生活更加丰富。”万寿桥社
区党委书记黄治俊说，目前，社区正联
合第三方公司打造完善“社区便民生
活广场”，将面向辖区居民开放便民服
务中心、生鲜粮油超市、平价理发店、
家电维修等便民设施……为居民提供
就业岗位，帮助居民提升就业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实‘微网
实格’治理工作，坚持党建引领、重心
下移、资源下投、力量下沉，让社区治
理更具活力。”黄治俊说。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受访者供图

温江区

挖掘院落“微力量”
激发老旧院落新活力

开展便民服务。

24栋单元门口由居民自治搭起的花架。

微力量成员听取小区居民改造建议。

小区文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