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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人民政府研
究决定，于 2024年 4月 29日上午九点在
长乐区古槐镇洋下村委会一楼举行福平
铁路下穿路网工程（洋下段）项目回迁选
房大会。

请参与抽取选房顺序号的对象携带
好相关材料：

1.《选房顺序号》原件。
2.被征收人本人身份证原件。
3.本人因故未能参加需委托书。

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人民政府
福州中航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9日

福平铁路下穿路网工程
（洋下段）项目安置房

回迁选房通知

“以前社区脏乱差，不时就能
听到争吵声，居民搬走不少。如
今，社区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服
务便捷，不少居民又搬回来了。”
在连江凤城镇，百凤社区 20年的
老住户林明华竖起大拇指。

一个常住人口 1.1万、60岁以
上老年人近 1900人的“老”社区，
如何实现“逆生长”？

答案就藏在社区治理中。百
凤社区创建“党建引领‘新’宜百
凤”党建品牌，通过党建引领、资
源赋能、公众参与等激发居民自
治活力，促进党建工作和基层治
理同频共振，切实推动解决老旧
小区的老难题。

楼栋问题居民提
党员化身调解员

“楼栋问题居民提，大家有什
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一起商量
着办！”这是百凤社区工作人员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把镜头对准半年前的百凤社
区天和城小区，那时，居民们最关
注的问题就是电梯加装。

“老房子能不能装上电梯，让
我们这些老人上下楼更方便？”家
住天和城小区的陈明宗和几名老
人首先站出来，住在8楼的他年近
七旬，平时上下楼都很费劲。

但从加梯的费用分摊、安全
监管到后续管护，再到采光、噪
声、楼间距、消防安全，装一部电
梯，涉及的问题千头万绪。“最难
的就是居民意见统一，但既然我
们说了‘楼栋问题居民提’，就必
须抓好落实，推动解决。”针对加
装电梯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百凤社区党委书记吴丽丹不仅
多次召开协商会，与网格员、楼栋
长上门做群众思想工作，更借力
智囊团——“老园丁”党建工作室

和幸福邻里队的老党员们，在拉
家常中，倾听各方声音，协调多方
力量。

“这些老党员厉害着呢，不仅
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还让家里
的老人也同意了。”近日，家住二
楼的住户陈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自从提出加装电梯后，在社
区公园的议事长廊里，老党员们
来得更勤了，有的还从家里拎来
水果、泡上一壶好茶来“攀讲”。
陈女士说，越来越多居民来到议
事长廊掏心窝子，“大家商量着
来，各类问题处理起来不会硬邦
邦，反而更有人情味”。

据介绍，目前天和城小区已

完成11部电梯的加装工作，还有2
部正在申请。

议事平台搭起来
矛盾化在小区里

走进社区的“攀讲馆”议事廊，
年过六旬的老党员章艺林和赵道
清被社区居民、小店业主们围着，
商量怎么消除电动自行车无序停
放、“飞线”充电等乱象。“南京雨花
台区的火灾事故发生后，我们把电
动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作为重点讨
论对象。”章艺林说。

除了电动车安全问题，围绕
凉亭改造、道路修复、下水管道疏
通、沿街店铺垃圾收运等居民关

注热点，老党员们也在一次次讨
论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回应民
生。

“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冲
着需求去、找准发力点，鼓励居民
投身其间，并根据居民的需求定
制服务。”吴丽丹告诉记者，百凤
社区下辖百凤花园、天和城、恒宇
国际公馆等 6 个小区，不少是 20
年前建设住房，存在配套设施老
化、造血功能不足、经济收入薄弱
等问题，居民改造意愿强烈。

如何搭建平台让更多居民主
动参与社区建设？在连江县委组
织部的指导下，百凤社区党委构
建“周访月登”机制，加强网格工

作人员、党员、楼栋长三方联动；
组建“三会共商”机制，建立社区
群贤议事会、小区共治委员会、楼
栋邻里沟通会等“三会”议事协
商；搭建“睦邻调解”机制，成立幸
福邻里队，创设专题沙龙，以“楼
栋问题居民提”的方式，整合有效
资源，提高办事效率，将矛盾化解
在楼栋中、小区里。

联合多方力量
携手共建幸福社区

“百姓盼”与“政府干”还能怎
样更好结合？百凤社区在征求民
意后，先后打造长者食堂、长者学
堂和“向日葵”亲子小屋等，让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同时，孩子也
有一方安全快乐的小天地。

“在大力推进养老、托育、助
餐、家政等社区服务设施改造建
设、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时，还能创
造不少就业岗位，我们成了远近
闻名的幸福社区。”吴丽丹说。

工作中的经验是财富，教训
也是财富，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总
结。凤城镇党委书记余盛俊介
绍，经过探索实践，百凤社区党委
总结出“五联”创机制（党建联创、
服务联办、治安联防、环境联治、
文化联谊）等工作法，同时搭建

“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家庭中心户（示范
户）”的四级组织架构，以社区“两
委”为主体，引进专业社工机构

“中康社工”，积极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招募各方服务力量参与社
区治理。

“我们将在全县老旧小区推
广此做法，坚持把基层党建引领、
社区自治共治、尊重群众首创融
入改造全过程，夯实老旧小区改
造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连江
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社区，是你我他共同生活的
家园，也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
梢”。社区治理好不好，直接关乎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关乎基
层治理的实际成效。

城市化进入到当前阶段，纷
繁复杂的社区承载着广大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夹杂着大
大小小的日常问题，这在老社区
中尤其凸显。问题必须解决，需
求应该满足，这是社区治理的题
中之义。

闽侯荆溪大佳社区，深挖军
工历史文化资源，面向居民收集
老物件，举办富有特色的展览，唤
醒共同记忆；连江凤城百凤社区，
面对1.1万常住人口，创新“楼栋
问题居民提”机制，开辟“攀讲馆”

议事廊，回应民生关切。两个社
区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
是发动群众、凝聚民心，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社区所辖人群基数大，工作
人员力量有限，容易出现“小马拉
大车”的情况，也容易使小问题积
压成大矛盾，到头来就会出现“剪
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社区治理，突破口在哪里？
人人参与，人人出力！说来容
易做来难，若想达到理想效果，
极其考验社区方面智慧。这当
中，需要机制的创新，需要举措
的探索，找寻居民最感兴趣的
方式、最容易做到的事情、最愿
意出力的方向，循序渐进，让大
家抱团处理社区事务，最终才

能形成一种浓厚氛围、行动自
觉。

反观现实，深有感触。笔者
所住社区，拥有居民楼数十栋，所
住居民约万人，人员结构复杂。
每到社区微信群发布活动征集
令，报名者寥寥无几，而且都是几
个老面孔。窃以为，如果社区能
够转变思路，发动更多年轻人带
着小朋友参加活动，在劳动付出
中感知社区温度，大家自然而然
就融入了“大家庭”。

突出依靠群众，做实参与
机制，是推动社区多元共治的
重要手段。人人参与，人人尽
力，最终实现人人共享，才能
让 一 个 个 平 凡 的 社 区 变 得不
同凡响。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
员 潘晓宇）“阳江瑞景小区地下车
库因为太多野猫蜗居，有不少跳
蚤”“阳光城山与海B区老人户外
健身场所，地面凹凸不平，老人在
上面健身很危险”……在马尾区马
尾镇旺岐社区，每月一次的议事协
商会上，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就
近期身边的问题交流讨论。

针对居民提出的地下车库野
猫问题，旺岐社区安排专人清走野
猫，并协调阳江瑞景物业定期对地
下车库进行消杀，同时动员居民骨
干对该项工作进行监督。对居民
反映的阳光城山与海B区老人户
外健身场所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社区通过对接新马村，共同出资对
泥地进行改造，硬化成水泥地，避
免居民磕绊、滑倒等问题。

“实施党建引领，联动社会资

源，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是旺岐社
区‘五度工作法’中‘党建引领有
温度’‘队伍建设有效度’的具体
实践。”旺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陈伟说，在旺岐社区这
个网格，除了社区党员干部，还有
区内部门单位的党员，大家共同
发力基层治理。

旺岐社区的实践是马尾区通
过实施“红网先锋”行动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的缩影。为切实提高全
区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马尾
区 2023年实施“红网先锋”行动以
来，组织发动 4386名在职党员干
部职工到居住地小区进行线上线
下“双报到”，动员引导社区“两
委”、党代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共同参与，目前已配齐建强网格
党组织班子 701个，完成为民办实
事项目469个。

充满年代感的旧收音机、印
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的白色
搪瓷杯、泛黄的奖章……在闽侯
荆溪镇大佳社区，这些珍贵的老
物件透过当地举办的军工老物件
展焕发出新的光彩。有观展的耄
耋老人在此找寻过去的回忆，也
有专门从市区赶来的年轻人，在
这里感受着父辈的奋斗岁月。

为何要举办这样的老物展
览？这与大佳社区的红色底蕴分
割不开。

大佳社区前身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七四二七工厂，成立于
1955年4月，在当时是福建省汽车
工业的骨干工厂，也是国家批准
的改装车定点厂。2010年，七四
二七工厂结束了它的光荣使命，
于次年 2月经闽侯县人民政府批
准成立大佳社区，单位遗留住户
成为了社区的主要居民。其中，
退役军人 120 人，社区党员总数
233名，“光荣在党50年”以上居民
有 66人，是闽侯县获得此勋章党
员最多的社区。

面对这样的老社区，如何让
其焕发新活力？就从社区的历史
文化入手！在闽侯县民政局的支
持下，大佳社区组织推动“红色印
记永相传，白首新秀携同行”社区
治理项目，由闽侯县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以其运营团队乐志社工服
务中心建立党支部，挖掘社区军
工文化内涵，以军工历史文化博
物展为载体，唤醒他们共同的记
忆，并在此基础上，凝聚多方力量
参与社区建设。

但乐志社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钱小榕带着团队调研后发现，虽
然坐拥军工文化的“宝藏”，居民们
却并没有发现身边的“宝”。“由于
居民保护意识不足，许多老物件被
随意丢弃、损坏。当时叶飞将军给
工厂题字的原稿就堆在储藏室，很
多老照片也粘连在一起。”钱小榕
告诉记者，社工们在和居住在社区
的百姓交流后发现，大佳社区超
70%以上居民为老年人，大部分是
当年军工厂的老员工。“虽然他们
不把这些老物件放在心上，但在和

他们的交谈中，能感受到大家对于
工厂辉煌过往的怀念。”

基于此，乐志社工团队和大
佳社区党委经过讨论后决定，向
居民们征集老物件，举办社区军
工文化展，让居民们通过昔日荣
光找到归属感和荣誉感，提振社

区的“精气神”。
“让人感动的是，社区居民们

热烈响应，纷纷把家里的老物件
拿出来参展。”钱小榕说，在社工
志愿者、社区党员与居民们的共
同努力收集下，老物件展品的数
量从此前第一届博物展的 200多

件逐渐增加到 500多件。依托这
些老物件，大佳社区用看得见、
听得到、摸得着的方式，沉浸式
带领参观者了解七四二七军工
厂的故事，重温党史军史上的闪
光瞬间。

“社区很多党员带头来当志愿
者，协助办展，当地档案馆也来到
大佳社区收集材料。因为军工展
的成功举办，还吸引来电影摄制组
来到大佳社区取景。”在社区生活
多年的老党员叶家如告诉记者，军
工历史文化博物展让他们找到了
自己的“根”，重拾了在社区生活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作为社区的一
员，他希望能一直参与到社区建设
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很多高校志愿者也参与进
来，用新媒体将优秀的军工文化
传播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了闪闪发光的军工精神。”闽侯县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在大佳社
区开展这个项目的最大意义，就
是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
区治理中来。

上下杭街区党群服务中心
新址揭牌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台江区委组
织部、后洲街道党工委在鹿森书店举办上下
杭街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址）揭牌仪式暨后洲
街道党建联席会。

上下杭街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台江
区利发巷 85号的鹿森书店，建筑面积约 6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设有“流动党员报到处”

“党校·思享家”“星火图书架”“闽都韵书展橱
窗”及“阅享空间”等功能服务区。

当天的党建联席会还为16家党建联建优
秀单位、7名社区热心人代表授牌，几名代表还
在现场踊跃发言，为后洲街道及各社区、上下
杭街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共建工作建言献策。

“自上下杭街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以来，在各党建联建单位和热心党员群众的
支持下，这里成为了党员群众的活跃地。我
们将在此基础上，将鹿森书店打造成集‘党
建+阅读+美学’为一体的‘红色会客厅’。”后
洲街道党工委书记郑祥介绍，下一步上下杭
街区党群服务中心将立足于服务党员、服务
群众、服务企业、服务景区等中心职能，提升
改造功能服务，促进党群活动接地气、聚人
气、有活力。

搬走的居民又回来了
——连江百凤社区基层治理有一套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徐莉莉 陈存明

建强配齐701个网格党组织班子
马尾“红网先锋”为民解忧 众人拾柴火焰高

鸿濛

一场老物展 聚拢居民心
本报记者 谭湘竹

新榕语丝

老人们参观展览老人们参观展览。（。（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在““攀讲馆攀讲馆””议事廊交流议事廊交流。（。（百凤社区供图百凤社区供图））

重温英烈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昨日下午，福州市
社会工作联合会党支部、福州市社会组织创
业园党支部开展“弘扬英烈精神 赓续红色血
脉”主题党日活动，组织 26名党员与社会组
织代表前往林祥谦文化站进行参观学习。

林祥谦烈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在屠刀面前，他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可考的
第一位烈士。

当天，全体党员与代表们怀着崇敬心情
向林祥谦烈士默哀，集体观看“二七大罢工”
讲解视频，并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文化站
的工作人员向大家深情讲述了林祥谦烈士的
品格家训、生平事迹和英勇功绩，馆内的英勇
事迹图片与物件展示着工人运动先驱的凛然
浩气。

“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我对‘坚定信仰、
赤诚报国、血性担当、严守纪律、勇于献身’的
林祥谦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这
也激励着我在岗位上努力进取，不断拼搏，为
社会组织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奋斗。”福州
市社会组织创业园党支部成员林丽说。

构建三个平台“传帮带”

离退休干部
助青年干部成长成才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 通讯员 李敏）
“‘干什么就学什么，不懂就多花功夫’，这是
杜老的建议，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我要在
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多贡献力量。”日前，在聆
听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杜进兴的宣讲
后，台江区青年公务员李昱岑深受鼓舞。

像李昱岑这样受到离退休干部鼓舞的年
轻干部还有不少。记者从市委老干部局了解
到，该局充分发挥离退休党员干部独特优势，
会同组织部门找准离退休干部帮带年轻干部
融合点，构建三个平台，助力年轻干部成长。

“聚焦新录用公务员，我们建立‘传薪火’
平台，助力‘新苗’培养。”市委老干部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局通过在新录用公务员培训
班开班第一课上，邀请离休干部走进党校讲
述革命光辉历程等形式，引领离退休干部为
新录用公务员“系好第一粒纽扣”。以入户访
谈、集中座谈等形式，已邀请 12名离休干部
与320名年轻干部围绕践行初心使命等主题
进行深入交流。

此外，聚焦墩苗干部，市委老干部局建立
“话传承”平台，为市直、县直机关单位试用期
满公务员在村（社区）一线锻炼实践的墩苗干
部选好离退休干部导师。探索以“师带徒”方
式，选取33名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代表作为帮
带导师，与267名墩苗干部结成“银青”对子。

该局还聚焦中青年干部，建立“同题共
答”平台，组织离退休干部与中青班学员以

“面对面讲述+一对一答疑”模式，聚焦产业
发展、项目攻坚等开展“同题共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