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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记者 戴睿云 见习记者 孟耘竹
通讯员 封文龙 盛雪添

本报讯 也许只是找一个车位
的问题，就会影响你对一个社区的
归属感和满意度。车多位少，曾是
杭州下城区长庆街道新华坊社区面
临的难题之一。“今年8月起，小区开
始实行新的停车方案，都是社区百
姓议事会一起议出来的。现在管理
严了，找车位容易了，停车费的算法
也公平。”新华坊社区“有车一族”倪
雅琴说。

从去年初开始，长庆街道在全
街道的社区推行百姓议事会制度。
一支由社区党员群众代表、“两新”
组织及楼宇社区代表、辖区单位代
表、辖区各类社会组织代表为主组
成的百姓议事员队伍，探讨百姓最
关心的大小事务，集民意、汇民智，
让社区的事办得更符合百姓心意。

10场议事会——
“议”出停车方案

从健康东路的“进口”开车进新
华坊社区，居民刷一下停车卡，电子
道杆开启，地上的“地感”系统感应
到车辆经过，停车系统计为半次停
车；车从凤起路的“出口”开出，“地
感”系统感应到有车开出，居民刷
卡，道杆抬起，算一次停车完成。办
包月卡的居民一天内停一次超过 5
小时，算一次停车费用，一个月 100
元，一次没停到5小时，不算费用，剩
余的包月停车费可沿用到下个月。

“一根电子道杆，人性化的收费
方式，加上包月卡、亲情卡、错峰卡
等分类别收费方案——这凝聚了百
姓智慧、杭州独一无二的小区停车
方案，大大缓解了小区停车难、停车
乱，都是百姓议事会的成果。一卡

多用的情形，被技术屏蔽；以前同样
交包月费却没地方停车，群众抱怨
不公平的声音也没了。”新华坊社区
社工章理感叹。

150个车位，200辆车，没有地下
车库——新华坊面临的停车难题，
在老小区很普遍。停车矛盾曾让居
民关系剑拔弩张。曾有一位独居老
人等子女来吃晚饭，因小区停车难，
天没黑就搬了椅子去路边占车位，
确保有地方停车。久而久之，别人
纷纷效仿，居民为抢车位吵翻天。

去年底起，社区百姓议事会就
把解决停车难问题列为社区 2014
年头等民生实事。“从去年 12 月到
今年 7 月，停车的事至少一个月议
一次，多的时候两次，一共不下十
次。主要是怎么收费更公平的问
题。”议事员韩天贞说，参与停车讨
论的20多个议事员动足了脑筋。

反复的商讨，居民们终于拿出
了车进算半次、车出算半次、按具体
时间计费的方法。为很多小区做过
小区道杆系统的公司，从没做过这
样的类型。公司根据社区需求用 2
个月的时间调试技术，也为群众的
智慧点赞。据长庆街道统计，自百
姓议事会制度推行以来至今年 8 月
25日，街道、社区百姓议事会共协商

551个问题，其中494件得到解决。

600多双眼睛——
感知需求“晴雨”

议事会的议题怎么定？
“我们议事员都是热心人，每天

都在和居民聊天，社区里哪儿出了问
题，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每周我们在
网格、楼道里小议，联系我们网格的社
工会来参加。每月的社区议事就有了
主题。”王马社区议事员吴菊仙说。

今年6月，吴菊仙发现小区遥祥
寺巷45号楼的墙砖突然一块块往下
掉，已经砸坏了居民的一辆车。她迅
速把问题拿到百姓议事会上讨论，社
区副主任汪莹了解后，迅速联系相关
单位。“怎么修，怎么改，我们的议事
会有专家，结果问题反映不到一个
月，施工队就进场了。议事员们还给
施工队员们送清凉饮料，施工速度也
快了不少。7月底前，墙砖问题解决
了，房顶渗漏也一并解决了。”吴菊仙
说，整个过程快、好、省。

此外，社区通过平时工作、“网、
组、片”走访收集的群众迫切需求，
百姓议事员听到的强烈呼声，最终
由百姓议事员投票选出要办的社区
民生实事项目。街道承诺的民生实
事项目，都可以成为每月至少一议

的社区百姓议事会和每季至少一议
的百姓议事会关注的问题。

今年 2 月，王马社区民生实事
项目百姓议事会上，社区层面的 50
多位百姓议事员就为社区要办的
2014 年 7 大实事投票挑刺，并按重
要性为实事项目打分。得分最靠前
的“伙伴公益联盟”项目已得到落
实。这个由健康老人、辖区爱心单
位组成的伙伴公益联盟，已经开始
为高龄困难老人提供送餐、陪聊等
爱心服务。健康老人为高龄、困难
老人服务一次，就能得到联盟单位
提供的实物奖励，还能为自己积分，
今后，这些健康老人老了，也能优先
得到其他健康老人的帮助和服务。

个性化的需求，因地制宜，纷纷
得到满足：浙大御跸社区的“百老
惠”学堂满足社区老年人突出的精
神文化生活；吴牙社区六克巷公园
里的活动晒衣架，让晒衣与美观两
全其美；十五家园社区为每个楼道
里安装新的灭火器，应对复杂的消
防环境⋯⋯通过长庆街道 600 多位
百姓议事员的眼睛，社区、街道用最
快的速度、最灵敏的触觉发现感知
居民突出以及个性化的需求，找到
服务的精准方向。

现在，长庆街道社区里的事，不
论大小，盯的人多了，管的人多了，不
留情面的吐槽多了。“作为社区干部，
我们其实很欢迎这样的改变。居民
帮我们发现问题，一起商讨解决办
法，解决起问题来也更顺畅，居民满
意度也高。”王马社区主任高阳说。

“以前社区的事主要是居委会、
社区党组织为主导在张罗，虽然也
是自治，但始终有管理的感觉。现
在社区要办的事，议事会通过就产
生作用，自下而上的办事方式，居民
很认同，对维权和实现自身利益，很
有满足感，是扩大基层协商民主、社
会治理新途径的有益探索。”下城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正
在总结长庆街道百姓议事会经验，
并适时向全区推广。

杭州长庆街道两年解出494道社区难题

民生实事，百姓来议
民生

RUI MIN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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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坊社区根据百姓议事会讨论结果实施新的停车管理方案，小区停车秩序井然。

诸暨日报记者 王益均 通讯员 楼薇

詹萍今年52岁，去年2月任诸暨
市江藻镇江藻村驻村干部。江藻村
是诸暨最大的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
1700 多户农户，4670 多人口。除了
日常到镇参加会议配合中心工作外，
根据农村家庭作息规律，詹萍走上了

“白天驻村、晚上夜访”的驻村路。
詹萍的丈夫是江藻镇中的体育

老师，虽然在城里也有房子，但为了
方便走访，他们几乎很少进城，宿舍
就成了他们的家。每天下班后，詹
萍就会赶到学校食堂，匆匆扒完饭，
开始走访。

詹萍挨家挨户地走，主动自我
介绍，递上为民服务联系卡，陪着村
民唠家常。每一件事，她会记在工作
笔记上，而从驻村开始的一年时间

里，她的笔记本已经有厚厚的14本。
第一次去村便民服务中心办事

的村民都觉得詹萍很奇怪，分不清
她到底是镇干部还是村干部，办起
业务，比村文书还要熟练，碰到一些
腿脚不便的村民，她又能从村到镇
再到市，一级级帮他们代为办理。
去年 7 月，得知镇里有全市青年励
志奖学金补助名额后，詹萍立马想
到了江藻村龙山自然村的小周。跑
到镇政府了解情况后，詹萍又热心
张罗着落实。

如今，詹萍对村里的基本情况
了如指掌，但她还是坚持夜访，她说：

“我们的工作在变化，老百姓对我们
工作的要求也在变化，不经常去听听
他们的意见想法，就不能准确知道他
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就不知
道我们工作的方向是什么。”

驻村干部 夜访山乡

本报湖州 8 月 27 日电 （见习
记者 李文芳） 今天上午，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来自湖州市 30
多家家纺龙头企业抱团参加“中
国 国 际 家 用 纺 织 品 及 辅 料 博 览
会”，展出了从丝绸面料、丝绸家
纺到丝绸装饰等丝绸精品，这是

湖州家纺业首次以整体形象组团
参展。

湖州市贸促会会长金凯介绍，
当前是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企业只有通过注重价值、理念的
回归，让产品更加接近老百姓，并走
抱团自强的道路才能走得长远。

湖州：家纺企业抱团参展

8月27日，江山市凤林镇株树村，30兆峰瓦大型跟踪式农光互补光伏地面电站项
目正在扫尾。该项目集光伏发电、珍稀名贵中药材种植、观光科教于一体，投产后可实
现年发电量4000万千瓦时，节约国家标煤1.3万余吨。 邵全海 郑积亮 余静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