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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共建+专班”跑出柯城“加速度”
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很多人都会选

择放松放松。 但有这样一群人，放弃休
息的时间， 放弃与家人朋友团聚的机
会，选择了争分夺秒工作……

衢城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
身影、足迹……不同的岗位，同样的目
标；不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感动……他
们，就是柯城区“创文”路上加速“奔跑”
的“创文”专班。

2017 年年底， 柯城区全面创成省
示范文明城区，成功完成了衢州市获取
全国“创文”提名资格的前置条件。2018
年，是衢州市“创文”全面启动的开局之
年，为了更好地做好“创文”工作，柯城
区抽调区文明办、爱卫办、住建、综合执
法、市场监管、教育、档案等部门 64 名
精干力量，坚持党建统领，迅速组建了
柯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其
中 32 人实行集中办公。

面对至少占了全市工作量 60%以
上的创建工作任务，整个专班迅速联动
起来。 全区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干部
群众在统一的作战体系下一同行动，一
同解决问题，工作完成之后，再检查、再
整改、再落实，形成工作闭环。压实干部
创建责任，区四套班子领导全部下沉到
社区、网格“带兵作战”。 同时，在每周
“周二无会日”，3000 多名市、区两级机
关干部 (除窗口部门和值班留守人员
外)，全部下沉到网格参与“创文”工作。

“‘创文’不留白，就要坚持走群众
路线。”柯城区“创文”专班负责人说，为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他们在工作中不断
创新载体，完善好的机制做法。

专班人员傅彩燕在“创文”过程中，
发现绿茵名都小区之前没有停车位，
200多辆车直接停上绿化带。 面对这一
问题，她邀请小区业委会主任、上级领
导现场察看后，想出了新办法：路面拓
宽 1.5 米，车辆竖着停，可以多停上 10
多辆车。梅花小区中心地块农民自建房
共有 300户，该地块有的村民在自家门
前屋后搭建阳光房、建车库、养家禽、种
菜等。 傅彩燕组织社区干部，对该小区
存在问题进行摸底并列表，对难以把握
的问题，对标做好整治方案，并利用晚
上时间包干分片挨家挨户发放告知书、
摸清每户底子及听取村民对“创文”的
建议和意见， 仅一周就拆违 244 宗，约
10430 平方米。 拆违后，整个梅花小区
都敞亮了，还安装统一的洗衣池，方便
了社区居民。

在日常工作中，全体专班成员按照

各自联系的社区，用脚步丈量了每一个
小区、每一个楼道、每一条街巷，每周两
次的巡查督查， 人均步行每天达到
30000 步以上，对辖区内情况，专班成
员做到了如指掌， 心中印有一张点位
图，心中印有一份问题清单。

整个“创文”期间，每位专班人员化
身成为普通的“创文”工作者，奋战在各
个小区、街巷第一线。 从城市基础设施
强化提升，到小区“十乱”整治，到交通
秩序维护、小区“牛皮癣”大作战，到城
市环境整治，整个柯城区的市容市貌乃
至小区内部景观都得到了极大改善。

“网格+创建”探索基层“创文”新
模式

“红色物业联盟”“红管家”“邻里
汇”……在过去的一年中，借着“创文”
的东风，柯城区许多小区在社区治理和
物业管理上摸索创新做法。这一切的基
础，是把网格作为基层文明建设的主阵
地， 全区划分 292个文明创建网格，画
好网格作战图，每个网格都有对应的负
责人，基本形成小事不出格，大事一起
办的工作机制。

推行党员联户工作制度，通过组建
楼道“红管家”队伍，配合网格员负责做
好一个楼道或者一幢楼的管理工作，实
现“党员+居民”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多亏了热心的‘红管家’，我妈住
在这里，家里人都很放心。 ”这几天，衢
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坊门街社区 94岁
居民黎银娣身体不舒服，子女找来叶根
妹一起帮忙照顾。 作为楼道里的“红管
家”， 平日里叶根妹就对黎银娣格外关
照，经常陪她聊天、代她买菜，是老人的
贴心朋友。

坊门街社区位于衢州主城区，有常
住户 2716户，社区治安、卫生管理存在
一定难度。 没有物业公司管理的老小
区，如何推动自治？去年以来，坊门街社
区先行先试推出楼道“红管家”自治模
式。“红管家”们主动走访居民，化解邻
里纠纷，参与治安巡防，热情解难帮困，
免费为民服务，渐渐收到成效。

“我们从社区在职在册党员中，挑
选具有较高威信、较好群众基础和较强
管理服务能力的党员担任‘红管家’，确
保每个楼道基本配备一名‘红管家’。 ”
坊门街社区党委书记余黎莉介绍，“红
管家”身兼宣传员、联络员、调解员、卫
生员、调查员、指导员、代办员“七大员”
角色，全社区共有 97名“红管家”，每名

“红管家” 联系一至四个楼道的 10 至
40 余户居民， 结成一个民情联系网。
“每月至少上门走访或者主动联系两次
以上，做到‘生病要去看、民意要去听、
政策要去讲、吵架要去劝、困难要去帮’
上门五件事， 社区每月召集一次会议，

‘红管家’报变化、报隐患、报动向，做到
人口清、户数清、变化清、问题清。”余黎
莉说。

“‘红管家’不拿一分钱，服务贴心，
我们都敬重。 ”在居民眼中，在叶根妹、
徐重秋等“红管家”治理下，社区楼道里
坏了多年的灯亮了，地面污水四溢无人
过问的现象不见了，卫生缴费有人帮忙
跑腿了……住户和“红管家”之间有了
信任，自管自治也走上了正轨。

“‘红管家’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有
效抓手，更是推进社区基层治理水平提
升的重要手段。 ”府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倪慧进说，去年以来，按照区委党建统
领基层治理的要求， 街道扛起主体责
任，发挥社区党组织主体作用，建立以
小区为管理单元、“红管家”为骨干力量
的区域性社区治理网络。

“红管家”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怎
么办？“找网格员， 网格员再反映到社
区。 ”余黎莉介绍，社区一时解决不了
的，依托街道“四个平台”建设，上报到

街道，由街道协调解决，确保“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推行“格里红”治理模式，织密五色
管理“精准网”。柯城区根据租期和房屋
闲置情况，将出租户分为红、橙、黄、蓝、
绿 5 个等级，等级越高，入户巡查的周
期就越短， 实现网格工作由突击到常
态、被动到主动、笼统到细化的转变；推
进“草堂论理”治理模式，针对村(社)里
存在的乱堆乱放、乱搭乱建、鸡鸭散养、
私设路障等困扰基层治理的脏乱差问
题，用党员和村民代表面对面现场探讨
的方式，缓解过激情绪，把矛盾化解在
网格内……一连串依托网格的创新管
理模式，发动群众、联系群众，有效破解
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难点，尤其是城市
管理的痛点，在网格中形成了一批独具
柯城特色的基层文明创建模式。

坚持“文明+有礼”让“有礼之花”
开遍柯城

文明有礼是衢州文明建设的最大
特色， 柯城区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和
“衢州有礼”相结合，突出“礼”字抓创
建。

“邻里见面又微笑， 相互有礼问个
好，尊老爱幼助困残，一家有难众关照
……” 走进衢州信安街道恬静苑社区，
就有歌声阵阵入耳。原来是邻里汇礼讲
堂的程阿姨正在课堂上给社区居民领
唱歌儿，大家正学习演唱《邻礼公约》。

恬静苑社区相关负责人汪建霞介
绍，为了提升和谐、有礼的生活氛围，退
休音乐老师程才翔发挥特长， 主动将
《邻礼公约》谱写成曲，在社区传唱。

柯城区信安街道恬静苑社区是去
年 4 月刚从原紫荆社区新分设出来的
一个新生社区，该社区刚好位于衢州水
系图“孔子揖手礼”的这个点位，深受儒
风浸润，社区提出并打造了“邻礼汇”。

在文明城市创建小区改造中，居民
宋阿姨、刘师傅每天早上特地为施工队
煮了茶，凉下来后专门送去，施工队都
很感动。居民吕阿姨也被大家的热情所
打动， 主动加入到创建的队伍当中，自
觉清理家门口杂物，将珍藏在家里十年
的一张桌面贡献出来作为小区有礼休
闲角的公用设施， 供小区邻里共享，并
成为小区“创文”志愿者。

程阿姨说，以前居民间楼道上上下
下比较陌生，但现在小区楼道气氛很和
谐。

74 岁的宋阿姨也是“邻礼汇”的一
名义务志愿者，她对“邻礼汇”给小区带
来的变化赞不绝口， 一遍又一遍地说：
“真是好得不得了。 ”宋阿姨说，最开心
就是穿上红马甲的时候。穿上了志愿者
的服装，就承担了一份责任。 每当看见
楼道有垃圾，她就会把《邻礼公约》歌的
相关歌词“楼道不堆闲杂物，垃圾分类
能环保” 写在小纸条上贴在醒目位置；
每当看见有人停车位置不对，她的小纸
条就换成了“行车礼让不争抢，按规停
车不占道”。说到这里，宋阿姨满满的成
就感洋溢在脸上。

自去年 4 月以来，恬静苑社区依托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不断
探索礼治社区的规范标准，通过组建礼
事阁、礼驿站、礼讲堂等载体，培育了
“邻礼汇”社区品牌，打造 15 分钟“有礼
社区”治理服务圈。依托“邻礼汇”平台，
恬静苑社区还创新组建了社区治理“礼
事阁”、志愿服务“礼驿站”、弘扬儒学
“礼讲堂”、传播有礼新风尚“礼剧场”等
平台。

该社区还建立文明有礼“三大指
数”评价体系，按千分制实行正向加分、
反向扣分和一票归零机制，年度评选一
批“有礼家庭”，引导居民自发向“文明
有礼”看齐。 针对机关干部制作“礼德”
鉴定书，激励干部发挥带头作用。目前，

已有特色志愿服务队 30 余支、400 余
人，参与“邻礼节”、垃圾再生“有礼”等
活动。 居民的精神面貌和素质日益提
高，参与度也显著增加。 居民的脸上洋
溢着满意的笑容，纷纷称赞“邻礼汇”暖
心又给力。

在柯城区，全民参与实现“有礼养
成”，让每个市民都成为文明眼，努力让
规定成惯性、惯性成习惯、习惯成自然、
自然成文化。 深化“有礼”志愿服务，壮
大志愿者服务队伍，认真执行“每名党
员至少认领 1个服务岗位，每年志愿服
务时长不少于 12小时”的要求，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广泛开展平安、 助残、
文化、科普、环境整治、邻里守望、生态
保护等各类主题志愿服务以及解难帮
困、慈善捐助等公益活动。

广泛开展“红手印”志愿服务活动，
每周组织开展“进千楼访万户”入户宣
传行动，宣传覆盖面达 20.6 万人，同时
还积极发动退休老同志、工青妇等群体
参与到“创文”工作中来，参与面实现了
全区域覆盖。 全区 13 个群体根据各自
特点分别制定了 13种礼规， 并广泛发
动基层群众参与讨论，组织人员反复修
改完善，最终成为各自共同遵守的礼仪
规范。 各乡镇(街道)、各职能部门也陆
续推进文明建设进机关、进企业、进医
院、进校园、进窗口、进社区、进乡村、进
网络，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到边到角。

“创文” 为柯城区带来的变化实实
在在，街边坏掉的路灯亮了，堆积的垃
圾少了，小区违建少了、绿化多了，路上
乱停车、占道乱经营的少了……“文明
有礼之花”灿烂绽放。在此基础上，2018
年柯城区共安排了小区 (包括城中村、
背街小巷)基础设施改造、线路序化、交
通设施、 公益广告等四大类提升项目，
预算投入经费 4 亿多元。 目前，各个项
目全面完成，城市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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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明+有礼” 衢州柯城让“创文”之花遍地开
日前，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2018 年度测评结果出炉，衢州市在全国 113个地级城市中，以 92.31的得分排名第八。 作为衢州的主城区，柯城区是衢州市

“创文”的主战场、主力军，“共建+专班”“网格+创建”“文明+有礼”等一系列创新机制，为衢州“创文”贡献柯城力量，让“创文”之花遍地盛放。

衢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红手印”志
愿服务誓师大会

北门社区白果巷 8号外墙改造换新貌

街道、市场监管、志愿者联合整治农贸
市场。

志愿者帮忙过马路，促市民文明出行。

志愿者在衢州市三衢路与荷花中路路
口执勤，交通秩序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