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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相关人士表示，社区是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物业服务
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社区的生活环
境、关系居民的幸福指数。特别是今
年疫情发生以来，物业管理已经成为
了社区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中坚力量，
作用十分明显。

上个月，我市召开了党建引领物
业管理服务工作推进会。会议上，市
委组织部、市住建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党建引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行业建设
的实施意见》。这也是我市首次以文件
的形式确立党建引领在提升物业管理
水平中的作用。根据“意见”要求，社区
党组织要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
和物业项目党组织纳入网格党建范畴，
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多方联动机
制，推动形成社区治理合力。要把街道

社区党组织评价纳入物业服务企业考
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招
投标、项目评优等重要参考，真正形成
物业服务企业优胜劣汰机制。

据悉，为了进一步提升物业管理水
平，今年无锡将建立“特约督导员”制
度，在全市选聘200名物业项目服务督
导员，定期开展物业服务监督检查，监
督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开展信息公示公
开情况。开展物业行业“比学赶超”活
动，评选和宣传“最美物业人”“优秀项
目经理”等先进典型，传播“好声音”、传
递“正能量”，塑造物业行业新形象。依
托物业行业协会开展专业培训，市、市
（县）区、镇（街道）每年联动培训物业企
业负责人100名、项目经理1000名、一
线员工10000名，进一步提升行业整
体服务水平。 （练维维 葛惠 文/摄）

提升物业管理水平还是要形成合力

锡城两社区探索““多元共治多元共治””
助力助力老旧小区焕发青春焕发青春

来自无锡市住建局的数据显示，我市老旧小区主要分
布在梁溪、滨湖，共计428个。如何提升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水平，让居民有满意感获得感？连日来，记者走访获悉，除
了让国有物业进驻老旧小区之外，锡城已有社区将党建

“触角”似伞的骨架般从主心轴延伸到每个角落，通过整合
现有服务力量，与群众紧密相连，打造“零距离”“精细化”
的物业管理服务新格局，取得了初步成效。

干净宽敞的小区路面，绿意
盎然的小区绿化带，有序停放的
私家车……二轻家舍是水秀社区
规模最小的小区。在这里住了33
年的老居民肖志伟看来，小区如
今的好环境来之不易。“小区内的
出租户比较多，以前垃圾随意丢
弃，无人清理。”肖志伟说，楼栋与
围墙之间有3米的距离，仅中间堆
的垃圾就有两层楼高，一楼住户
常年不敢开窗户。尤其是到了晚
上，由于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
指，谁家有上夜班的姑娘父母都
会出门接送。

据介绍，二轻家舍原先是无
锡塑料机械厂的家舍，总计96户
居民，房龄已近40年。在2016年
之前，小区一直处于物业“失管”
状态。直到社区引入英明物业之
后，情况才得以改善。英明物业
走马上任后立即对小区的陈年垃
圾、卫生死角进行清理、整治，使
其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社区
党委与市燃气公司、路灯管理处
结成党建联盟，小区内终于安装
了路灯、通上了天燃气。

水秀社区党委副书记陆柯成
介绍，二轻家舍所在的水秀社区
是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新
村，共有居民4700余户。作为一
个老新村社区，水秀承接了市中
心老城区扩大、居民扩容的城市
发展职能，具有人口多、差异大、
流动频繁等特征，这也是城市化
进程中老新村社区的一个缩影。
为破解辖区物业管理服务的突出
问题和社区治理的短板瓶颈，水

秀尝试推动物业服务融入社区治
理创新，建立“邻里伙伴理事会”，
通过自治小组等自治组织增强居
民自我管理能力，在社区、居民、
物业间形成良性互动模式，充分
激活社区居民和物业服务企业两
类主体有序参与、协同共治，打通
老旧小区治理的“毛细血管”。每
个月的10号，物业党支部书记都
会参与社区“邻里伙伴理事会”联
席会议，听取居民理事收集上来
的问题，交由物业公司进行及时
处理。“邻里伙伴理事会”的成员
都是居民选举产生，并制定居民
公约。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热
情被点燃，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小区居住环境逐步
从“他治”变“自治”，进而形成行
之有效的老旧小区长效管理机
制。

今年以来，考虑到部分居民
在花圃里种菜、倾倒装修垃圾，水
秀社区通过设立“党员花圃”，即
由物业支部党员与社区离退休支
部党员共同负责维护，从源头上
实现“退菜还绿”，目前已认领了
14块花圃。陆柯成介绍，为了更
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英明物
业在2018年成立了党支部，该支
部有8名党员，积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英明物业集团专门成立了
治安突击队、快反小分队、应急抢
修队，无论小区停水、停电，还是
居民面临突发事件，都有物业员
工随时出现。“居民对物业服务满
意了，自发参与小区事务的热情
也就更高了。”

从“他治”变“自治”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整合社区资源
“党建+物业”开辟一条物业管理新路数

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惠山区堰桥街
道陈家桥社区沁春园小区。干净、整
洁、美丽的小区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以
前车辆随意停放，房前屋后的绿化带里
都是种的菜，好好的公共区域景观就变
成了‘私家菜园’，顶楼私搭乱建。”72
岁的居民陈莉说，“还好现在有了这些
网格员、监督员的帮助，小区环境才大
变样。”陈莉边说边指着小区公共区域
的蓝底黑字公示牌。记者走近一看，公
示牌上清晰展示着网格精细化管理服
务公示牌。不仅如此，每家每户的楼道
口也都张贴着片区网格员的服务职责
与联系方式。“这一块由谁来负责，有事
知道联系谁，方便多了。”

“居民口中的网格员其实是社区对
小区实施精细化管理过程中重要的一
个环节。”陈家桥社区党总支书记金晓
东介绍，陈家桥社区是堰桥街道最早的
纯社区之一，常住人口35000人。由于
城市化进程较早，存在着各个小区分布
散乱、新老小区人员构成较复杂的情
况，不少老小区有着各种各样的“尴尬
事”，物业管理水平也跟不上居民的需
要。“怎么管，那就沉下心来整合社区资
源让党建来管。”金晓东说，社区里有党
员，物业公司有党员，业委会里也有党

员，用“党建+物业”的形式来进行小区
的物业管理，实现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
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说干就干。陈家桥社区从社居委、
业委会、物业公司抽调党员组建物业联
合支部，创建社区管理新模式。又选取
了问题突出的沁春园小区进行试点，推
行网格精细化管理，将小区分成6个网
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红总管”网格员
和监督员。红总管由物业员工担任，监
督员由居民中的党员和楼道长担任，将
网格划分图在每个楼道公示。红总管
每天对各自网格进行巡视，发现问题第
一时间督促保安、保洁及时整改到位。
物业处理问题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居民
的投诉少了，满意度也提高了。

今年73岁的陈荣法是沁春园小区
的业委会主任。业委会成立以来，他积
极投入小区管理，及时向社区反映居民
诉求，也及时反馈社区的回应，充当起
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润滑剂”，极大改善
了以往经常出现的由于居民与物业沟
通不畅，相互推诿扯皮的情况。物业公
司的服务效率及水平明显提升，居民满
意度大大提高，也更加乐于为小区治理
出谋划策，进而形成社区、物业、业委
会、居民多元共治的良好氛围。

推动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今年无锡要选聘200名物业项目服务督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