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护民
走好基层善治之道

当下，“见之于早、抓之于实，求之于
解、化之于小”正在成为现实。

1 分钟响应警情，3 分钟联系当事
人，10 分钟到达现场⋯⋯走进下沙街道
下沙社区“聚沙e安”系统指挥调度中心，
眼前的数智大屏上实时更新着居民反映
事件、督办件数等情况。

这是下沙社区为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探索构建的“聚沙 e 安”数智平
台。近年来，下沙社区聚焦“流动人口管
理粗、矛盾纠纷多、环境秩序乱”等痛难
点问题，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以

“警源实治”“访源精治”“诉源善治”为目
标，依托区街“小脑+手脚”警网协同、街
道智慧楼宇管理系统等平台，不断优化

社区基础要素全量管理，持续创新基层
治理体系。该平台运行半年以来，下沙
社区的警源、访源、诉源数量有了明显下
降，基层治理效果初显，群众满意度同

步提升。
下好基层治理“一盘棋”，除了灵

活运用“智治”手段，关键还在于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今
年，“金沙湖共富街区”的成立是下
沙街道探索“街区式精细化治理”的
创新举措。

以金沙湖为核心，联动周边 7 个
社区，构成了面积 6.66 平方公里的“金

沙湖共富街区”。如今，围绕街区发展重
大问题，通过整合职能部门、居委会、经
营户等多方力量，实行“街区圆桌会”机
制，推动“街事街议、街事街办、街事街
治”，打破街区与社区间“有形的墙”，构
建起街区治理“新体系”。

位于“金沙湖共富街区”核心区的金
沙湖社区，虽然成立时间不足 1 年，但在
社区基层治理上积极发挥党建优势，主
动学会“借力”。金沙湖社区党支部书记
孙国伟透露，目前社区正筹划成立“街市
荟”，联动周边商户、街道职能部门、社区
退役军人、共建单位等，联合打造“金沙
湖共治街区”。同时，结合周边高校资
源，引入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校企、校社
联动服务，为街区服务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力。

暖心为民
从“舌尖”到“心间”

民以食为天，老年人的就餐“小事”，
实则为民生“大事”。

“老人助餐不仅要实惠，更要吃得舒
心。”多年来，下沙街道持续优化老人助
餐模式，聚焦“家庭式就餐体验”，创新推
出“中央厨房+集中就餐+助餐点+送餐”
的养老助餐新模式，并入选杭州市十佳
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在‘家门口’就能吃到菜品丰富的
午餐，真方便！”家住滟澜社区的劳大姐
在社区老年食堂试运营首日就带着老伴
一同“尝鲜”，“这里的环境，让我们有在
家吃饭的温馨感。”

实际上，早在 2020 年，下沙街道就
依托松合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打造中
央厨房，同时成立秩序服务队、膳食监督
队以及助老配送队三支专业队伍，确保
中央厨房实体化运作、专业化运行。

为进一步贴近社区老年人需求，下
沙街道按照地域范围和社区边界，陆续
成立社区级助餐点，打造助餐服务“15分
钟服务圈”，确保中央厨房到助餐点 15
分钟必达，让老年人吃上“热乎饭”。

今年起，下沙街道再次“升级”服务，
推出个性化送餐上门，由街道全额出资，
委托第三方专业餐饮公司承接 90 周岁
以上及特殊老人的送餐服务，打通家庭
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满足辖区老
年人多层次服务需求。

到 6 月底，下沙街道助餐点将增至
14家，实现辖区老人助餐服务全覆盖。

以文惠民
绽放文化活力之光

文化建设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重要支撑。下沙作为一座从滩涂围垦
之地兴起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
此汇聚，文化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港湾，
彰显了一座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下沙街道着力构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形成了以街道文化为主阵地，社区
文化多路贯通、多点并联、多元整合的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

以文惠民，构筑高品质文化圈。“文
化活动不仅丰富，还要有特色。”下沙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下沙持续提
升文化服务水平，并衍生了一些标志性
成果：与杭州滑稽艺术团合作，成立“文
艺共富站”，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培
养了一批当地文艺爱好者；成立“潮未
来”品牌文化艺术总团，举办文化艺术
节、全民运动会等文化活动⋯⋯

以文为纲，打造特色 IP 阵地。素

有“小三亚”之称的金沙湖旁，坐落着
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的金沙湖大剧院，
现代芭蕾舞剧《朱丽叶与罗密欧》、托
尼奖最佳音乐剧《泰坦尼克号》等精彩
剧目在此上演，带动更多居民走出家
门，低门槛欣赏高雅艺术，赋能城市艺
术普及。

为加快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浙
江，下沙街道依托“文化家园”“城市书
房”“文化驿站”等文化服务模式，打造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比如，去年
8月开业的金沙湖书房，配备流通图书约
2 万册，实现全市图书“通借通还”，并不
定期开展公益性文旅活动，成为名副其
实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以文促产，激活文化创新产业。当
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推动下
沙街道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比如，下沙
街道与万事利、顶益、九阳等知名企业合
作，打造“工业旅游线路”；梦马汽车小镇
有望打造成为汽车文化的出口服务园，
争当长三角地区汽车市场新标杆；白蓝
地文创园致力打造一个集大型策展、活
动、文创商业街区于一体的特色文创园
区。

面向未来，下沙将持续提升文化服
务水平，推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使百姓
在美好文化生活中得到精神升华、气质
提升、文化熏陶，让文化之光在赓续中持
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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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下沙街道：迈向宜居之城 擦亮“幸福底色”
娄晓涵 刘瑞雪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探索了三年。其间，聚焦民生期

盼，让发展成果惠民利民，是每个共同富裕“考生”绕不过的必答题。

作为杭州市钱塘区“西大门”，下沙街道多年来持续探索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新通道，做优基层治理现代化新举措，做好“一老一小”惠民服务，打造

“产业高地”、重塑“都市核心”、振兴“文化强镇”、构建“平安样板”，高水平建

设“幸福宜居”的产城融合示范地。

（图片由钱塘区下沙街道提供）（图片由钱塘区下沙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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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沙街道滟澜社区老人享受助餐服务下沙街道滟澜社区老人享受助餐服务

打造共富共融“邻里模式”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进程中，“扩中”“提低”是最具标志
性的重大任务。而以产业立区、兴区的
钱塘区，正聚焦“扩中提低”，打造“新时
代技术工人共富样板”，其中一个“共富
样板”试点，就落在了白杨街道邻里社
区。

作为杭州市第一个专门为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社区化服务的新型社区，邻里
社区汇集了 1.1 万名工人群体，占现有居
民的 80%以上。先行先试，白杨街道坚
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依托党建“邻聚
力”，打造技术工人共富共融“邻里模
式”。

宿舍设施一应俱全、美食广场汇集
八方美食、智能办事自助机囊括 100 多
项高频办事需求⋯⋯邻里社区积极构建

“10分钟品质生活圈”，使他乡变故乡。
嵌入邻里社区的幸福里幼儿园，也

建到了年轻父母的心坎上。这所托幼一
体的公办幼儿园打破产权、户籍限制，意
味着社区里的工人子女都可以入学。自
2022 年开园以来，已有 67 个小伢儿就
读。“大宝没有享受到，现在二宝可以在
家门口上幼儿园了，每天接送节省了不
少时间。”社区居民吴代金高兴地说。

让技术工人从“留得下”到“干得
棒”，邻里社区联动钱塘区人社区等职能
部门，推动招聘会“开”进社区，同时链接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资源，进一步做实党建联建机
制，提供学历提升和技能培训服务，越来
越多的技术工人实现“厂门口”上大学，
累计组织4800余人次参与学业培训。

不止于此，邻里社区还联动社企力
量，推动 100 余名产业技术工人“进”网
格，创新议事机制建设，为技术工人提供

发声平台，实现“大家的事商量着办”。
而服务端与“钱塘技工”联动的“钱塘幸
福里”数智化平台，为技术工人参与社区
共建共治提供数智支撑。

擦亮文化润富“金名片”

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
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当五湖四海
的人汇聚在白杨街道，除了让他们“留得
下、过得好、干得棒”，还要满足其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诗意栖居。

近年来，白杨街道以“文化浙江”为
引领，主动讲好“精神共富”的白杨故事，
探索体系化、精品化、传承化、产业化的
精神共富新路径，擦亮新时代文化润富

“金名片”。
在排练室载歌载舞、在阅览室畅游

书海、在健身房挥洒汗水⋯⋯功能齐全
的 社 区 文 化 站 ，让 居 民 随 时 找 到“ 聚
点”。这背后，是白杨街道坚持文化阵地
体系化，打造文化润富新堡垒。

“以文化站为指导、社区为依托，一
张全域覆盖的基层文化服务网络已形
成，联接本地居民、企业员工、高校师生、
国际友人等各方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文化服务。”白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推进基层群众文化繁荣兴盛，引导
培育大众普及性文艺队伍，平均每个社
区有 5 支以上文化骨干队伍能够独立组
织开展文化活动，平均每年开展文体活
动300余场。

讲好白杨故事，树好文化品牌是关
键一招。4月，白杨街道第十三届文化艺
术节如约而至。这场连续举办十三届的
文化活动为何仍熠熠生辉、迸发活力？
究其缘由，离不开白杨街道持续擦亮这
张“金名片”，做强优势品牌。

此外，白杨街道深耕非遗保护，将太
古可口可乐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城建文
化馆、孔凤春香粉制作技艺保护等旅游
景点串成一线，建成集社区管理、便民服
务、文化体育等于一体的社区综合体；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街道还加强对企业的
扶持保障，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文化润富
新引擎。

描绘基层治理“同心圆”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是提
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在白杨街
道，“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正成
为现实。

立足街道实际，白杨街道坚持以党
建统领为核心，推动阵地品牌建设，积极
探索服务入心、资源入局、组织入网的平
安共富基层治理之路。

筑稳共治之基，白杨街道用优质服
务凝聚人心，建设打造 3 个各具特色的
街道级党群服务中心，年均开展各类服
务活动 300 余场。其中，中区主要承担
行政服务功能，西区侧重老年关怀，东区
侧重青少年成长。

“我们结合区域实际，布局功能各有

侧重的党群服务中心，打通基层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白杨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在国际友人、外来务工人员、技
术工人集中的社区实施“一群体一方
案”，通过定制充分满足居民群众需求。

汇集共治之力，打造治理共同体。
比如，内强聚力，依托“一社一品”品牌路
演 、“ 群 雁 竞 飞 ”社 工 培 训 、“ 先 锋
YOUNG”党建论坛等载体，培育社区梯
队、建强社工队伍；外强支撑，与辖区高
校、产业平台、社会组织等共建街社校企
党建机制。

此外，白杨街道纪工委陆续开办“清
气满钱塘 开学第一课”、“清气满钱塘
创业第一课”等活动，为青年勤廉教育

“架梯铺路”，帮助青年快速适应从学生
到企业职工的身份转变。

激发共治之能，以组织入网激活基
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在白杨街道，以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网
格）党组织—楼道（微格）党小组”的四级
组织体系已形成。以“三比一争”为重点
抓手的“争星晋位、全域建强”行动正在
火热开展中，不断夯实“美好白杨家”的
基层基础。

“画好基层治理的‘同心圆’，我们深
入推进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工作，配齐‘1+
3+N’人员力量。”白杨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街道还全面推广社区党组织引领、
小区党支部主导、业委会负责、物业服
务、警务支撑、居民参与的“六方联动”治
理模式，让小网格撬动大能量。

钱塘白杨街道：探路“扩中提低”托起稳稳幸福
王柯宇 杨善华 彭 爽

在杭州市常住人口最多、最年轻的街道——钱塘区白杨街道，变化日新

月异：近 60 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居民在此逐梦；公共服务已深入百姓的日

常生活；家门口的党群服务中心能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

积极探索新时代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新路径，白杨街道以“新时代技术工

人共富样板”试点为突破口，凝聚多方力量，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网格议

事机制，让幸福感和归属感荡漾在每一位“白杨人”的心坎。

（图片由钱塘区白杨街道提供）（图片由钱塘区白杨街道提供）

白杨街道第十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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