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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解让矛盾不出小区

文艺赋能让基层治理之花绚丽绽放

“红色工地”助推基层治理

推动医养结合 打造街区“医养乐园”

“近邻常来往，远亲不常到”，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相处之道，也蕴含着一种有温度的柔性基层治理模式。通运街道通过打造“邻家
邻”基层治理品牌，将“道理”变成了“实践”。

通运街道毗邻北京市行政办公区，下辖10个社区、4个行政村和3个筹备组。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赋能北京城
市副中心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增强区域宜居指数，是通运街道绕不开的“课题”。

通过多年探索和实践，“邻家邻”基层治理工作法已经成为这个课题的“答案”。“邻家邻”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打造了“楼门共同
体”“1+6”等基层共治模式，倡导构建健康和谐的社区（村）邻里关系，号召辖区居民和驻区单位共同建设文明、活力、宜居、平安
的通运大家庭。

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余龙表示，近年来，通运街道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精神，以主题教育和“三大三
强”活动为契机，聚焦提升邻里亲情，探索实行基层治理“邻家邻”工作法，着力构建社区共建共治、家庭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等多维平台，
抓实“热线+网格”、生态环保、平安建设、民生服务、多元赋能五大领域，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干百姓之所需，不断实现有温度的
柔性基层治理，初步探索形成了基层治理的“通运经验”。

多元力量融入基层建设

天气晴朗的周末，家住牡丹园小区的周女士，带着两个孩
子在小区的儿童游乐设施处玩耍。新修缮的游乐设施离自己
家只有一百多米，孩子能在这里开心玩大半天。“小区环境好，游
乐设施就在小公园内，又干净、又安全，孩子能在这里认识很多
小伙伴，真是既让我轻松带娃，还能让孩子在这里锻炼身体、感
受快乐。”周女士笑着说。

然而，不久前，这样轻松、舒适的周末却很难实现。牡丹园
是一处建成近 20年的小区，原本规划的儿童游乐设施年久失
修，多处严重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家长们都不敢让孩子靠近。
小区里面孩子多，居民更换儿童游乐设施的需求迫切，社区也
曾先后两次协调修缮事宜，但均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中止。儿童
游乐设施也就成了小区居民的“心病”。

“邻家邻”基层治理工作法落地后，牡丹园小区的儿童游乐
设施更新又一次被提上日程。通运街道党工委和牡丹园社区
联合组织召开了议事协商会，邀请通州区住建委相关部门、街
道相关科室、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专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
与，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在街道、社区、物业、驻区单位以及社
区志愿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参与下，儿童设施修缮一新，小区居
民的“心病”终于“根治”了。

“楼门共同体”唤起共治热情

凝聚起多元力量的同时，“邻家邻”基层治理工作法也更加
注重发挥居民自治效应，打造“楼门共同体”。楼门是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第一道“门槛”，也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最小单
元”，通运街道发挥楼门作为最小社区公共空间的优势和作用，
探索建设楼门共同体“1+6”模式，即打造一支高素质楼门长队
伍和共同空间、共同协商、共同活动、共同故事、共同文化、共同
情感六个“共同”。组建楼门长委员会，成立楼门长党支部，在
630余个楼门实现楼门长全覆盖。制定《居民协商手册》，建立

“社区议事厅-楼门议事会”两级协商体系，引导居民以楼门为
单位分析研判接诉即办案例，开展议事协商和自治。

“我们楼门长非常负责任，做得特别棒。我们楼道里从来
没有杂物，卫生都保持得很好，也没有人在楼道内吸烟，这是楼
门长每天都在强调的事儿，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挺幸运遇到这样的楼门长。”251单元居民彭先生说。

彭先生口中的楼门长，正是自2016年开始担任紫荆雅园社
区251单元楼门长的周治国。他一直坚持以“共同打造美好家
园”为理念来服务居民，除了扮靓社区楼门，他还调解邻里纠纷，
热心伸手助人，还自行摸索出一套“三加三减”的管理机制，即增
加邻里出行便利，增加邻里之间友谊，增加志愿服务人数；减少
楼内安全隐患，减少邻里之间矛盾，减少负面信息传播。

随着楼门共同体理念的普及，这样的自治案例越来越多。
辖区居民组织化程度、自治意识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增
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通过“近邻”解决，通运街道
的社区内形成了“邻里守望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这几年，辖区居民和社区、物业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
可即便是‘老街坊’，也难免因为一点琐事拌两句嘴。”通运街
道相关负责人说，为有效化解居民矛盾纠纷，促进邻里关系和
谐稳定，街道以基层治理品牌“邻家邻”为依托，成立了全环节
多元化解中心，采取“专职律师+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专职
调解员+社区民警+轮值法官+社区贤达+职能部门”的工作模
式，打造矛盾纠纷“前端预防-中端化解-末端提升再预防”闭
环调解流程。

该中心成立以来，采取现场受理、预约调解的工作模式，
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全环节形成闭环、多元化解形成合力，将“情
理法”互相交融贯穿始终，注重在“案结事了”上下真功夫，先后帮
居民解决了牡丹园五楼房屋漏雨、紫荆雅园社区业主外墙体漏水
等多件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居民李阿姨说，矛盾在家门口就给化
解了，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通运街道还以党建为纽带，依托街道、社区两级党建工作
协调共理委员会，调动了 61家共建单位参与社区多元治理。
同时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推进完成网格党
组织覆盖率 100%，业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党组织覆盖率
100%……多元力量在同一个纽带串联下，融入基层建设，顺利
解决诸多“难事”“急事”。

化解中心党支部定期召开工作总结经验交流会。对于重
大疑难的矛盾纠纷，召开案情分析会并制定个性化的调解方
案，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靠前耐心细致做矛盾双方当
事人的思想工作，分析利害关系，软化对立情绪，找出化解矛
盾的突破口，尽最大努力使双方当事人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最
终握手言和。通过交流会，工作人员将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归
纳，为今后顺利开展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化解中心自 2020 年 7月运行以来，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224场次，解答法律咨询861件，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97件，涉及
12345接诉即办案件 135件，代写法律文书 166件，获赠锦旗 8
面。组织开展法治讲座进社区活动49场次，组织轮值法官进社
区开展“普法大讲堂”活动7场次。

目前，化解中心得到了越来越多居民的肯定和认可，于
2020年被评为通州区“十佳”基层社会治理品牌，2021年被区
委政法委作为典型工作经验和做法在全区各街道乡镇进行全
面推广。

通运街道通运街道：：
““邻家邻邻家邻””解锁基层治理解锁基层治理““幸福密码幸福密码””

通运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要求，2023年
以来逐步将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相结合，成立通运街道医养结合服
务联盟，为全区首家，也是区卫健委和通运街道联合重点打造的民生
工程。联盟成立以来，通过建立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养老服务智慧
化供给、签约家庭医生、开展健康大课堂、健康义诊咨询、慢性病早筛
查、老年人居家健康管理、医联体上下转诊等举措，营造老年人友好
宜居环境，探索多元化服务，打造闭环医养服务新模式。

街道整合辖区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各社区
（村）涉老服务资源、各类社会组织资源，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联盟设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方便到访的居民可以知
晓联盟提供的六大医养服务和最新的相关义诊活动信息，每周有专
人定期更新信息，保障居民第一时间掌握义诊新动态。

截至目前，已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 16次、在各社区开展了 32
次不同专题的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前来参与的老年居民对此
赞不绝口。街道率先在京贸家园社区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为
十余名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家庭医生上门对老年人的心脏情况
和血压进行监测并记录档案，为残疾老年人提供功能性康复训练，为
重病老年人看病提供绿色通道等，把实实在在的医养服务送到他们
身边。

“平时没时间去医院进行健康检查，这次的体检活动让我们不出
工地、不用请假，就可以享受到正规的体检服务，了解自己的身体
状况，感觉心里暖洋洋的，真是太感谢项目部了！”前不久，在中建
八局武夷花园部，刚刚接受义诊的一名刘姓工人高兴地说。

义诊过程中，来自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细心地为
建筑工人量血压、测血糖，耐心询问他们的既往病史，并给出治疗建
议和用药指导。通运街道党群办科长王春艳表示，进建筑工地开展
义诊活动，是通运街道党建引领“红色工地”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
义诊的方式提高建筑工人们的健康意识，帮助他们掌握健康生活常
识，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通运街道毗邻北京市行政办公区，辖区以居民小区和建筑工地
为主。街道在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的过程中发现，辖区工地建筑
工人的集聚也在逐渐形成特殊的“社区”，工人流动性强，生活场所基础
设施较为简单，公共服务资源较为匮乏，成为治理真空区，是基层治理中
不可忽略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通运街道基层治理正面临的新课题。

街道党工委、社区（筹备组）党支部整合资源、协调各方，主动牵
头各相关施工单位共商共议，解决治理难题。坚持党建引领，依托辖
区现有资源，依托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资源，开展“送健康”

“医疗进工地”活动，提供用药咨询、测量血压、应急求助等义诊服务，
不断增强工地建筑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此外，由街道党
工委牵头，工会、民生办、司法所等多个职能部门，与工地相邻的社
区、筹备组，结合工友实际需求，组织“送温暖”活动，开展消防安全、
施工安全宣传，以及工人安全教育，提供政策咨询解答服务，帮助建
筑工人正确认识法律法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大大减少工人讨薪纠
纷等矛盾隐患。

每周日下午，走进通运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古琴培训班，宽
敞的大厅里，十余把古琴一字形排列，十多位居民在老师的
带领下抚琴吟诗。

“一年多来，许多古琴爱好者报名学习。这当中，有十几
岁的孩子，也有七旬老者，他们有个共同特点：爱好中国传统
文化。”据琴耕书苑院长徐小颖介绍，2022年 4月，通运街道第
一期古琴培训班开班，在一年多的授课中，学员逐渐掌握了古
琴演奏技能。

“学古琴更多的是对内心修养以及文化水平的提升。”王
旭是一名全职妈妈，她说自己学习古琴主要是为了亲子教育，
通过自己做事的态度告诉孩子坚持的意义。

2023 年 4 月，通运街道成立了城市副中心首家街道级文
联，同时还成立了首家社区基金，从文艺组织到项目支持，双
向奔赴，共同赋能基层治理。以“邻家邻”基层治理品牌为抓
手，进一步弘扬先进文化，组织、凝聚、吸收通运街道文艺人
才，为街道文艺事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基层治理，着力
打通文化宣传“最后一公里”。目前已经集中了一批文艺赋
能落地成果。街道现有空竹队、太极拳队、舞蹈队、合唱团、
模特队等各级各类文艺团队共68支，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通运街道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围绕传统节
日、重要事件等多个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
展各类文艺活动60余次。此外，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图书馆、
童悦书馆、各社区综合文化室等为阵地，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
合唱、舞蹈、朗诵等各类专题培训，年均开展培训近百次。

“文艺赋能要进一步向基层、向社区延伸，下一步我
们将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将社区文化节品牌做好，
实实在在地服务于辖区居民。我们将不断深化‘邻家邻’
品 牌 活 动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将 基 层 治 理 各 项 要 求 落 到 实
处。”余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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