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社区的幸福感，该如何衡量？
在王马社区党委书记俞红的心里，有一
个事情很重要：加装112台电梯——老
年人腿脚不方便，王马社区的新刚需之
一，便是加装电梯。

“应装尽装、全域加梯”是王马社区今
年的“头等大事”。她算过，社区一共有
230个单元楼，具备加梯条件的有112个。

王马社区的房子大多建于20世纪
90年代。由于老人多，加装电梯的需求
很大。加梯的呼声从2018年初就开始
了。彼时，杭城有几个老旧小区加装了
电梯，这让小区里的老人们“动了心”。

4年间，王马社区的电梯从0变成了
28台——从2018年加装首台开始，2021
年新建11台，2022年再添13台⋯⋯但对
社区来说还不够，他们的目标是112台。

全域加梯，看上去很美的事，但在
老社区却很不好办。众口难调。俞红
说，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很难一蹴而
就，“要将好事办好，用行政命令强推，
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虽然已经开通一周，但和我们一起
走进遥祥寺巷4幢的电梯时，王马社区
遥祥寺巷小区党总支书记俞乐平语气
中仍然有些不平静，“这个电梯，我们整
整等了 4 年。”眼前的俞乐平虽已年过
六旬，但却是这座楼里不折不扣的“年
轻人”，“楼道里，居民平均年龄75岁。”

从楼道口走出 10 米，俞乐平下意
识地用手做着推开的动作，仿佛面前就
是当年拦在电梯前的重重阻碍：“2018
年时，楼道门口区域相对窄小，加梯的
话势必会影响一二楼的采光。此外他
们还担心房价、噪声等问题。”

如果不能解开大家心中的疙瘩，这
事就成不了。俞乐平拿出了“水磨工

夫”：从2018年至今，每年逢年过节，她
一定会做些菜，带着水果补品去康养医
院。她坚持看望的，是一楼的居民宋师
傅。“老爷子年纪大，独居，性子很刚，当
年怎么说也不愿意。”

俞乐平去看望宋师傅，从不提加梯
的事儿，就陪他吃饭唠家常。水滴石
穿。“有次我去看宋师傅，他主动提起电
梯来。”俞乐平喜出望外。

老小区的变化肉眼可见，阻碍也越
来越少。“楼道门口的道路拓宽了，加装
的电梯可以设计连廊，对采光的影响就
小了很多。”

“以前限制（电梯加装）的问题，大
多一一解决了。”如俞乐平所愿，这件事
总算水到渠成——去年年底，遥祥寺巷
4幢电梯设计方案通过联审。

电梯能装了，但怎么装怎么管？又
成了新课题。

俞乐平联系楼里 14 户居民，拉起
了一个电梯安装自治协调小组：“电梯
安装在哪、不同楼层出多少钱等问题，
我们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曾经意见
相左的邻居，还商量要在一楼安装一个
坡道，方便宋师傅出入。

“全域加梯只是最新的一道坎。”俞
红展开一张最新的社区平面图，一个个
红点就是曾经的一道道难题：近年来，

“王马”拆了 13 堵围墙，被遗忘的角落
增添了嵌入式体育设施，曾经的荒草地
变身“一老一小”活动场所⋯⋯

在“牵一发动全身”的老社区里，件
件都是难事。俞红说，每每需要“破冰
破题”，24 个楼道党支部都会将居民请
上“圆桌”。“居民们自己事自己议，做到
了‘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社
区越来越‘现代’，越来越‘未来’。”

加装电梯，“上下为难”怎么破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6 亲历

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成立20年了，记者探访杭州王马社区——

“三老”社区，如何解决新刚需
本报记者 张 彧 李 睿 共享联盟长庆微融站 何婕妤

自新华路的繁华喧嚣间转入，穿巷而过后是“另一个杭州”。
我们走进王马社区时，这个始建于 1996 年的老社区正在忙着“庆生”——

2002年7月18日，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在此诞生。0.34平方公里，承载着1.6万
人的烟火气。曾经“铁饭碗才能住”的好地方，现在成了杭州典型的“三老”社区
——老城区、老小区、老年人较多地区，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30%。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
局。如今，面对“三老”社区居民面临的加装电梯难、精神慰藉少、服务人手不足等
新问题，王马如何建设新时代的“大运河幸福家园”?

对老年人来说，精神慰藉十分
重要。如何实现老有所乐？这是王马
社区的第二个新刚需。

穿 行 在 王 马 社 区 的 各 个 角
落，清晨的口袋公园里，乒乓球队的大
伯大妈们激烈厮杀对决；午后的社区
活动室里，舞蹈团整齐排练着舞蹈；傍
晚的楼道之间，越剧团将精彩的唱段
送戏上门⋯⋯

一个“三老”社区，活跃着16支社
团。放眼杭州，也不多见。

“最早是社区的一封社团招募信，
让大家都动了起来。有什么兴趣爱
好，咱们就成立什么社团队伍。”王马
社区第一任党委书记汪丽君回忆，初
衷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
各展所长。“当时社区里不少老人反映
生活很枯燥，除了当‘马大嫂’，就是看
电视。”

吴菊仙当了 13 年楼道党支部书
记，王马退休老人们没有不认识的。

“当初我也只是想试试。”看到书画社、
太极拳队、腰鼓队最先成立，向来是文
艺积极分子的吴菊仙也动了念头：“我
想通过社团，让老邻居走出门来。”虽
然已经住进养老中心 3 年了，吴菊仙
还是每隔十天半个月都会回到王马社
区，她心心念念着这16个社团。

“我请每个楼道都去摸排动员有
绝活的能人。”很快，一支78人的歌咏
社团就传来了“好声音”。舞蹈队的组
建让吴菊仙的印象更深刻：“最开始只
有我一个人。”吴菊仙买了盘广场舞
CD，每天学一段，再到社区小公园里
跳一段。渐渐的，看的人多了，加入的
人也多了，舞蹈队就这么拉起来了。

星火渐燎原。很多体育积极分子
和“文艺特长生”也加入进来了——

从小喜爱摄影的马仲庆，主动报
名拉起了一支十七八人的社区摄影协
会。从那之后，他们的镜头里记录下
了王马大大小小的故事；习惯和两三
个乐迷在太平桥旁表演的郑仁勇，张
罗起了民乐队；原本不太爱出门的樊
子音，走出家门当起了越剧团第一小
队的队长。

“我们社区每年举办大大小小的
活动有 100 多场，很多时候还走出社
区表演，惠及群众8000多人次。我们
的瓯雅艺术团还去北京鸟巢表演过
呢！”说起16支社团，王马社区新时代
发展协会理事会会长曲兵骄傲地说，

“我们社区的达人，都是自己跳出来
的。”

因兴趣走到一起，方能凝心聚
力。16 支社团还在制造新的“化学反
应”。

社区老人多，需要上门服务；流动
人口多，安全教育有缺口⋯⋯一件件
具体小事，皆为百姓所需。这些事太
小太细，政府管不过来；社区想管，但
人手不够，力不从心。

谁来管？谁来帮？社团站了出来
——春天里，加梯工作的“困难户”因
为社团同伴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夏天
时，“送凉者”们开出了凉茶摊；冬天到
了，社团的阿姨们早早打好毛衣为老
人“供暖”⋯⋯

“社团已经成了王马社区共治共
享的第三支力量。只要社区有需要，
召唤团长就能迅速拉起志愿者队伍。”
王马社区公共服务站副站长金明对此
深有感触，2020 年疫情之初，王马社
区需要守好15道小门，面临人手不足
的问题，及时顶上缺口的就是社团的
力量。

老有所乐，激发达人“跳”出来

“三老”社区，普遍面临人手不足问
题。扩大社区“朋友圈”，解决老人们的

“急难愁盼”，是第三个新刚需。
如何拢进更多的社会资源？“王马”

的做法是，以“先进”吸引“先进”，壮大
党建联盟“朋友圈”。

从新华路拐进直燕子弄，王马社区
这几百米的初心小巷，中国工商银行杭
州之江支行网点党支部书记钟华走得
多，也爱走。虽然他居住和工作都不在
王马社区，但东河巡河、垃圾分类、轮流
值守⋯⋯钟华一个没落下，他告诉我
们，自己也是一名王马人。

这份深深的认同感源自 2019 年
——在王马社区“支部+支部”党建联
盟共建的号召下，一街之隔的工行之江
支行主动申请加入了王马社区党建联
盟。理由很简单，“要向先进靠拢。”

在社区中心的“英雄榜”上，我们看
到了更多慕名而来的“盟友”：杭州市一
医院、交警庆春支队等 40 余家单位。

“朋友圈”壮大的同时又被细分，十余家
银行单位就被划入了“银联·同心荟”。

自社区边门转出，步行不到 300
米，我们在路边的老百姓大药房里看到
一个“欢迎使用数字人民币”的牌子。

“最近好多人来问呢，都是旁边社区里
的。”店员也觉得这事很新鲜。这件新
鲜事，就和联盟有关——有 7 家商户成
功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多家正在
准备中，一个数字人民币的社区支付商
圈雏形已现。

“这里有一条新华路，是杭州有名
的美食消费一条街，众多小商户有推广
发展的基础。”在钟华所在党支部的建
议下，有想法的联盟和有需求的社区，
双方一拍即合，将推广范围从新华路扩
大至整个王马社区商圈。

数字人民币的投用还在“实验”阶
段，我们问俞红，王马社区为什么要喝
这“头口水”？她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数
字人民币的推广活动，更是王马社区党
建联盟共建共享的试水之举，银行家联
盟为社区里的商户助企纾困，靠的就是
社区自己的“朋友圈”，银行也从中获得
了业务机会，双方获得了双赢。

“强援”引来了，但如何避免“三分
钟热度”？

我们在王马社区里发现了一间热
闹的屋子，居民进出络绎不绝。它的名
字是一串数字：“11590”。

这屋子是干嘛的？为何有一个
如此奇怪的名字？钟华为我们揭开
谜底：这是专门为党建联盟的成员单
位所设的，“跟杭州话谐音，‘叫叫我
就灵’。”

钟华说，通过这个屋子，“朋友圈”
“活”了起来，百姓有需一呼就有应——

今年疫情期间，省妇保医院的医生
下班后为志愿者做培训；电力阿炳服务
队每年给楼道电表箱免费做“体检”；路
灯所免费移了 4盏路灯⋯⋯“居民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专业的联盟单位能顶
上。”俞红说，党建联盟“朋友圈”，让王
马有了新鲜血液。

“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队上，20 年
前我们把支部建在楼道上，现在支部建
在了社区外。我们的家越来越大。”这
是一句写在社区留言本上的话，落款是

“一个普通的王马居民”。

整合资源，扩大社区“朋友圈”

王马社区曾诞生了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王马社区供图

王马社区舞蹈队激情四射（资料照片）。
拍友 马仲庆 摄

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社区老党员共同庆祝。本报记者 李睿 摄

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社区老党员共同庆祝。本报记者 李睿 摄 王马社区瓯雅艺术团以《红旗颂》献礼建党百年（资料照片）。 拍友 马仲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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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为探索政企民多元共治的可持续
“减污降碳”路径，撬动“两山”转化、共
同富裕和“双碳”战略互促共进的“大
场景”，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
进居民生活领域碳达峰工作，助力谋
划“零废生活”应用场景。以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为“小切口”，通
过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
碳减排核算标准，配套个人碳积分应
用激励政策，打造线上零废博物馆、线
下沉浸式体验馆，引导居民参与垃圾
分类回收，最大限度减少个人碳排放，
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零废弃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

全方位体验场景 增强用户黏合度
2021 年 12 月，“零废生活”数字化

应用场景在“浙里办”APP 居民碳账户
上线，应用通过可视化的个人减碳行为
画像，为政府倡导激励低碳零废弃生活
提供决策支撑。目前，应用已覆盖71个
社区，匹配活跃用户 13 万户，累计回收
生活垃圾 1.7 万多吨，碳减排总量 2.03
万吨，有效激活了居民碳账户。衢州市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推出线
上低碳博物馆，立体化展示未来社区、未
来乡村、未来工厂的低碳零废生产生活，
以云社区碳积分应用的概念，给予居民

线上低碳生活沉浸式体验。”
为全面引导居民参与“零废生活”，

衢州还推出了线下沉浸式体验馆，居民
可在体验馆体验参与碳知识 PK 赛、智
能垃圾分类回收房、碳积分换购等一系
列“零废生活”体验项目。

科学高效方法论 增强应用操作性
随着“零废生活”应用的推广，衢州

在全省率先发布《居民碳账户——生活
垃圾资源回收碳减排工作规范》地方标
准，可回收生活垃圾量对应的碳减排量
被算得清清楚楚。另一方面，衢州通过
标准中值研究，将绿色出行、垃圾回收等

场景纳入碳积分换算，建立碳积分换算
标准，引导居民从开车出行到骑车出行、
从不乱扔垃圾到少产生垃圾，进一步降
低碳排放。

“我们从居民个人碳积分交易、居民
碳减排跨领域交易两个维度建立碳交易
规则，通过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居民在低碳
绿色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减缓消费领
域碳排放增长速度，探索减排新路径。”衢
州市市场监管局计评处负责人说。

扩面市场化运营 增加居民获得感
为了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衢州聚

焦绿色低碳和共同富裕两大主题推出

“零废生活”个人碳积分激励政策清单，
率先上线试运行“绿色家政”和“共富商
城”2个场景应用。

除了城镇居民外，乡村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也至关重要。衢州以“网格+
村企合作”的形式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资源化利用模式向农村延伸，建设垃圾
兑换超市，打造农村版垃圾回收虎哥服
务站和虎哥合作店，实现个人碳积分和
环保金村级兑现，有效提高居民碳账户
的覆盖面和垃圾分类回收的参与度。

此外，衢州通过助力企业完成用户
扩面，推动碳减排市场化运营，引入碳资
产运营管理公司，完善居民碳账户运行

螺旋升级等一系列举措，让居民生活领
域“零废生活”真正形成内生动力、长效
机制。

衢州：聚力打造“零废生活”应用场景
刘安鹏 梅昕知

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数据画像 徐欣怡 摄

嵌入式的活动场地给孩子们提供了娱乐空间。 王马社区供图 王马社区小公园。 本报记者 周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