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红卫：「管理」变身「服务」

5 月 12 日晚，雷雨交加。正要休息的张红卫接
到了居民杨春海打来的求助电话：「张站长，我
们家的房子被水淹了，怎么办啊？」

张红卫是由群众直选的贵阳市首个急难特事接
待站——中华社区急难特事接待站站长。他每天
的工作就是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到群众家里查
看情况，並及时作出处理。

军人出身的张红卫接到电话后，与社区党委书
记田盛快速赶到杨春海家。杨家处於低洼处，下
雨天周边的雨水往往形成「倒灌」之势往屋里涌。
贵阳近期的阴雨不断，加之老房子年久失修，管道
老化堵塞，造成「水漫金山」：屋里所有的傢具都
泡在水裡，牆壁也被浸湿，电线已经不能正常使用。

看到此情此景，田盛与张红卫当场决定：社区
先期拿出 5000 元钱帮杨春海家治理房屋进水，后
续资金再想其他办法。第二天雨一停，张红卫就
找来施工队开始整修杨春海家的房子。到记者发
稿时，施工队已经疏通了下水管，修葺了房屋，
杨春海终於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体制改变，人也要跟着改变。原来老旧的观念

已经很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环境。我原来是『管人』，
现在是『为民服务』。」张红卫概括他如今所从
事的职业。任职一年来，从刚开始对「服务群众」
工作的茫然，到如今得到群众认可，张红卫每天
都过得很充实。

张红卫的故事，是中华社区成立以来基层组织
「职能回归」的个案之一。

居委会：
「去行政化」回归本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云岩区以地域面积
和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人口数量、治安
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因素，重新划定社区管
理服务范围，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 3-4
个居委会。

与过去的居委会不同，新设立居委会最大突破
就是「去行政化」。田盛告诉记者，过去居委会
每年对接的行政工作就有大小 200 多项：劳动就业、
计划生育、人口普查、检查工作、办证盖章等等，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行政工作倒成了居
委会的「主业」，而原本的居民自治管理职能成
了可有可无的「副业」。

在成立新型社区以后，云岩区顺应民意，剝离社
区居委会原来承担的行政职能，推行居委会自治，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
让居委会职能回归本位。相应工作都集中到社区
服务中心内。多个业务窗口对居民提供一站式服
务，彻底改变了居委会承担大量政府工作的情况。
而且由於办事地点集中，群众更不用在各科室之
间来回奔波，省事多了。

社区书记：不抓经济抓服务
居委会的「去行政化」改革，让基层自治组织

更加扎实，与之相适应的是社区「去经济化」转
向服务群众的职能转变。

曾经，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与经济任务的完

成量成正比。原中北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现任中
华社区党委书记田盛对这种「经济压力」记忆犹新。

田盛告诉记者，原来的模式是市—区—街道三
级财政都要抓经济。每年年初，上级部门会把全
年的经济任务层层分解，给干部下达税收指标，「差
不多每年都以 35% 的任务量递增」。

原来街道办设有经济科、统计站等部门，更设
有专职副主任，抓经济成了整个街道办最核心的
工作。完成当年的经济任务，意味着全年工作完成
七八成，即使相应的政府服务工作没有做到完善，
但也能「一俊遮百丑」了。

「当然，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田盛承认。但是，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传统的基层
管理体制渐渐跟不上日新月異的城市发展速度，
改革势在必行。

「试点以后，我们不再抓经济了。比如我这个
书记，主要职责就是抓社会管理、社会创新，抓
社会服务、服务老百姓。」田盛笑着说。

没有了经济科，没有了统计科，社区干部回归
为民服务，谁来扶持辖区内的企业？「云岩区成立
了三个片区的经济局」，田盛说，新成立的经济局
和云岩区投资促进局共同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共同分担区内全年的经济工作。

小格子的大天地
中 华 社 区 成 立

后，提出並实施「网
格 化 管 理」， 即 通
过 设 置 18 个 网 格
责任区，建立起「网
格化管理，组团式
服务」的数字化信
息平台，汇集区域
内 楼 栋、 单 位、 党
建、 计 生、 治 安 等
共 6 类 13 项 基 础
信息管理功能。

「我们要坚持政
府服务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理念，
用有限的政府力量
动员社会组织，便
捷、 全 方 位、 无 缝

隙地为百姓生活各方面着想。」田盛说。

政府购买服务 实现「费随事转」
中华社区在每个网格内设置管理员、信息员和

警员「三员」，至少有 1 名党员。网格管理员承
担政策宣传、信息採集、网格联络、部门监督、
活动组织、群众服务、矛盾调解、业务諮询等八
项职责。

网格三名成员中，实际上只有一名是社区的正
式职工，其余的都是由政府购买的公益岗位和社
区内热心而又精力充沛的居民义务组成。「这样
做有诸多好处，」田盛说，「可以减少行政队伍
庞大的弊端，缩减开支，便於管理，用政府的有
限能力撬动无限的社会服务，又不耽误为群众办
事。」

当然，「费随事转」的还有改革以后「去行政化」
的社区居委会。由於居委会最贴近群众，经常会
有配合上级人口普查、配合有关部门核实居民信
息等事项，则由指派工作的上级部门单列该项内
容，付费给居委会来承担这一事项，这就是所谓
的「费随事转」。「平常我不做行政工作，但特
殊需要的话，要拨经费。」田盛说。

打造「10 分钟服务圈」
坐 在 格 子 里 的 工 作 人 员 对 群 众 办 事 态 度 好 不

好？认真不认真？这些都要接受群众监督。为此，
中华社区在一站式服务大厅设置了 17 个满意度测
评器，並与党委书记田盛的手机相连。

老百姓来办事，如果对测评度评价为不满意，
会马上通过数据中转传输到党委书记手机上，党
委书记就要「囉嗦」办事态度不好的职工。田盛
略带「得意」的告诉记者，一旦有群众对办事态
度不满意，如论他身在何地，都会立刻知晓並有
所作为。

「好的就不用说了嘛，因为我们每月都有汇总，
田盛笑着说，主要是监督做得不好的，便於立即
改正。

「小政府」牵手「大社会」
在精简机构、努力让政府部门「变小」的同时，

中华社区开始致力於培养与「小政府」管理相关
的「大社会」，大力发展社会服务机构，提高社
会组织化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

在中华社区成立两个月后，由中华社区服务中
心组建的「綠丝带—志愿者联盟」正式启动。为
了更好的服务民生，该联盟上门服务、设立便民
工具箱、对孤寡老人进行结对帮扶、推行便民代
购组、参加治安巡逻、禁毒禁赌和防范违法犯罪、
开展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服
务。其服务对象可以从社区居民，覆盖到老年人、
残疾人、打工子弟等群体，其视角则涉及临终关怀、
同伴教育、专业养老等过去政府部门心有余而力
不足、却又是百姓切实需要的服务领域。

「政府要转移行政职能，把管不了、管不好甚
至不该管的事情大胆地交给社会组织。」田盛反问：

「如果社会组织做得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退出？」

「圆通街 22 号院落有居民饲养大型犬，叫声扰
民。」

「正新街 2 号楼有居民出租房屋被用於开设饮
食行业，油烟、噪声扰民……」

「楼上有人晒衣服没甩乾，往下滴水……」
这是上个月，中华社区召开的社区居民议事会

的场景。会议刚开始，由居民代表、楼院长、辖
区单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议员」们就热闹地议
了起来。

中华社区是贵阳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扩大试点
的社区服务中心之一。在试点工作中，云岩区於
2011 年 7 月构建了中华社区居民议事会。而这种
强调「社区居民自治」的议事方式，得到了居民
普遍认可。

「一事一议」解决身边事
去年 9 月，一起小学生上学过马路引发交通事

故的偶发事件，引起了堰塘街 46 号院落长、退休
教师、议事会成员谢筱珊的重视，於是一件关注

小学生上学、放学交通安全的「议案」被提交到
了议事会进行商议。

提议人谢筱珊主动请缨，把这事作为自诉自办的
事项来抓。在她的动员下，由 10 名离退休党员组
成的「小学生交通安全护送队」成立了。每天上学、
放学时段，这支队伍都会佩带红袖标准时出现在
学校附近的路段，护送过往小学生安全进校、离校。

此外，类似於清理化粪池、协商物业费等，也
可由居民议事会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

成立 10 月 议事 500 余件
「从设立以来，社区里不管发生什么大小事、

或者是有啥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都会来这里
说说。从去年成立至今，我们共召开议事会 102 次，
议事会已为社区事务议事不下 500 余件，透过议
事会议决、督办解决的急事、难事已有 300 多件。」 
通过公推直选选举产生的中华社区居民议事会主
任、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中华社区首届「议长」
的夏永华话语里透出自豪和自信。

截止 5 月 31 日，贵阳市 90 个新型社区服务中
心全部掛牌成立。「街道办事处」这个名词，就此
完全退出贵阳的基层政治舞台。从改革试点到全面
铺开，城市管理体制变「四级」为「三级」管理，
实行「区直管社区」，构建「一委一会一中心」的
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后，新社区不再抓经济，其
人员工资和运转经费不再与创收掛钩，而是全部由
财政埋单；居委会不再忙於完成上级安排的两百余
项行政工作，而是力促居民「鸡毛蒜皮」的小事及
时化解。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位於贵阳中心城区、成立一
周年的云岩区中华社区，试图以这个新型试点社区
为切入点，近距离观察「基层组织职能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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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华社区党委书记田盛                                                                       
虎静 摄

「 职 能 回 归 」 的 云 岩 路 径

居民议事会：我的社区我做主

■图为急难特事站在为群众现场解决问题   中华社区提供

■中华社区居民议事会主任夏永华召集议事会成员
开会                                                中华社区 供图

■张红卫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中华社区供图

 外来务工子女在云岩 
「能上学 上好学」 改革开放贵州报告 区域篇   之二

撤销街道办 政府职能需转变

经过三年改革试点，今年 5 月 31 日，贵阳市撤
销街道办的工作全面完成，建立起 90 个新型社区，
服务全市四分之三人口。

从 2010 年 2 月开始，贵阳市的城市基层管理体
制改革首先在小河区、金阳新区试行。经过试点，
新建立的社区服务功能、社区管理水平、社区凝聚
功能、社区党建工作得到了提升和增强，有效推
动了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职能下沉，让资源离
老百姓更近，社区管理更有序，服务更完善，群
众真正得到了实惠。如今，贵阳已被列为全国大
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三个典型之一。

撤销街道办应是一种趋势。一方面，从政府自
身改革的角度看，这是减少行政层级、精兵简政，
避免机构臃肿、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必然趋势，
而且去经济化更能让社区专心服务百姓。另一方
面，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激发社会自身发展
活力的角度看，「撤销街道办」显然也是确保「居
委会」这类基层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自治本位，
最大程度释放和激活其原本应有的自治能力的一
个必然趋势。

在继安徽铜陵撤销街道办后，贵阳市紧随其后，
不仅仅是裁撤一级行政组织这么「简单」。它由此
带来的政府自身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由「全能」
走向「有限」、由「管制」走向「服务」的一个趋势；
同时也是不断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水平、推动社会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能力的一个趋势。

■云岩区中华社区综合服务办事大厅         虎静  摄 ■中华社区成立「綠丝带——志愿者联盟」，图为
志愿者在与富水居委会互助式养老点的老人们一起
包饺子。                                               曾晓敏  摄

■「一委一会一中心」治理结构图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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