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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的

有效途径， 在建设文明和谐社区中发
挥着行为引领、 价值引领、 文化引领
的重要作用。 社区治理必须有效整合
机关党员下沉社区， 发挥党员志愿者
的引领作用， 最大限度地激活志愿服
务善治力量， 助推服务型基层党组织
建设。

为了解决这些新课题， 华龙区整
合志愿服务资源， 有效引导志愿服务
融入社区治理。 今年以来， 华龙区文
明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
成立区志愿服务总队、 50余支专业志
愿服务队和 100余支基层志愿服务队

伍， 广泛发动， 精心组织各项志愿服

务活动， 各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社区
基层综合治理一线， 成为城市社区综
合治理的善治力量。

“我是一名志愿者 ， 疫情不散 、
我们不退。” 各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
纷纷表示。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华龙
区各单位志愿者、 各社会志愿服务组
织， 扎实推进社区居民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平稳、 有序、 规范开展……

按照区直单位志愿者下沉社区的

要求， 在社区党委带领下， 结合 “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各单位志
愿者积极开展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活

动， 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获得
居民一致称赞……

华龙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定期

安排志愿者培训， 不断提高志愿者服
务能力和水平 。 红色基因就是要传
承。 作为社区共治共享的重要力量 ，
志愿者们推动党史宣传走进 “家门”、
深入 “党课微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 深入人心……

去年以来 ， 按照中央和省委 、
市委关于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

部署要求 ， 华龙区以提升人民幸福
感为出发点 ， 全面精准发力 ， 创新
服务举措 ， 大力构建区域统筹 、 条
块协同 、 上下联动 、 共建共享的城
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 交出了一份亮
眼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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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的每月初一，玉兰花园社区支部集体为当月生日的 60 岁
以上老人庆生。 蛋糕、水果摆满整个桌面，由社区职工自编自演的
文艺节目连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欢快，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社区治理创新是社区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实现市域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华龙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书记杨青玖调研社区治理时的指示精神，按照积极打造全省、全国
领先的“书记工程”要求，成立区委工作专班，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深入乡镇（街道）开展专题调研，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主
动对接市直部门，在市委统筹下，率先推进区委书记牵头抓总、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安排部署、社区党委书记具体落实的三级
书记抓社区领导体系，凝聚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强大合力。

探索推进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共治机制，
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内交叉任职机制，
全力打造红色物业和红色业主委员会，真正为社区居民打造便民、
近民、亲民的最前沿红色阵地，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构建小区“共建共享共治”治理新格局。

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社区治理，不断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发挥
志愿服务力量在社区的引领、稳定、协调作用，为我市基层社区善
治提供了可参考借鉴的样本。

社区治理最需要的就是唤醒邻里

守望的善行， 搭起人与人之间的连心
桥。

玉兰社区一区 4号楼的业主许某

最近闷闷不乐， 楼上王女士家的孩子
光脚半夜乱跑、家具挪动声、大力关门
窗声， 让本身就睡眠较轻的许某和家
人饱受其苦，双方见面就吵几句，甚至
发生过用胶水堵门锁眼的事情。 许某
也将此事反映给物业公司， 物业客服
上门多次劝说，但都无功而返。

据悉， 华龙区孟轲乡玉兰社区成
立于 2014年， 有高层、 多层楼房 117
栋，居民 5349户 18910人，是全市人口
最多的社区之一。 居民结构多元化，需
求同样也多样化，遇大事缺人手，遇难
题缺手段和资源， 一道社区治理的难

题急需破解。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华龙区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主动谋划，大胆
探索， 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促进社区
治理工作， 形成了人人参与、 人人尽
力、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
把党组织建在每一个小区， 延伸至每
一栋楼道，打通了党建服务群众“最后
一百米”。 如今，有困难想解决，有心愿
想实现，对华龙区各个社区居民来说，
不少需求在家门口就能满足， 分布在
社区各个领域的多名志愿者为此提供

了坚强的保障。
物业将此问题反馈给了社区第七

党支部。 调解员采取了“体验式调解”，
王女士正在愤愤不平的向调解员述说

自己的情况， 突然听到楼上的弹珠落

地声和家具挪动声，脸色有点变化，尴
尬的对调解员说了一句：“咱们楼层隔
音这么差啊，声音这么大。 ”随后王女
士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她坦言：孩
子之前在老家大院里长大， 养成了在
家乱跑乱闹的习惯。 调解员进而向其
介绍了“濮阳文明公约”和上层业主应
该履行的义务， 并向王女士介绍了社
区 4点半小课堂和读书会， 孩子可以
多接触其他小朋友， 还有专门的社区
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读国学经典 、学
生活礼仪。 楼下调解员与许某进行了
谈心， 鼓励她积极参加小区志愿服务
队，放松心情的同时，也服务了别人 。
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 现在两家和谐
相处， 还特意到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了
感谢。

志愿服务常常被称为 “温暖人间
的最美风景”，是人们奉献爱心、服务
社会的重要方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 近年来，华龙区志愿者队
伍日益壮大， 志愿精神浸润心灵 、体
现善意，在华龙大地绘就爱心服务同
心圆。

“面条来啦！ ”随着一碗碗热气腾
腾的面条端上来。10月 1日，宋丽萍志
愿服务队开展的“吃一碗‘国庆面’，共
祝祖国好”活动步入高潮。 志愿者们把
一碗碗“国庆面”送到每位老人手中，

表达敬意，共迎佳节。 “这一碗‘国庆
面 ’，寓意丰富 ，就是家庭吃的 ‘团圆
面’、老人吃的‘长寿面’、我和祖国同
吃的‘奋斗面’！ ”志愿者刘建华说。

“感谢祖国，让我们拥有现在的美
好生活！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蒸
蒸日上！ ”一名退休文艺工作者兴奋地
说道。 活动现场，社区居民、70岁以上
老人、人民教师、学生、志愿者等各行
各业的代表 300余人，欢聚一堂，齐声
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
和我的祖国》等爱国歌曲，为祖国送上

真挚的祝福。
据悉， 目前华龙区共注册志愿者

226076人；志愿服务团队 103个，其中
行业部门志愿服务团队 91个，社会志
愿服务团队 12个；在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宋丽萍 、郭
遵卫、王永甫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一个个鲜活而富有温度的生动实践 ，
让华龙区志愿服务品牌发展思路日趋

明晰。 志愿者们一路播下爱心的种子，
在社区生根发芽， 成为华龙区志愿服
务的不竭动力。

社区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

点， 社区治理创新是社区持续发展的
关键， 也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更是完
善新时代社区治理新格局的重大举

措。
2021年 ， 华龙区围绕建党 100

周年这条主线 ， 谋划开展了 “我为

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动 、 “百姓宣
讲团 ” 志愿服务活动等 。 同时 ， 创
新志愿服务方式 ， 以居民楼道为载
体 ， 发动社区劳模 、 老军人 、 能人
带头参与， 利用楼道这一公共空间 ，
打造特色楼道文化 ， 通过楼道文化
打造美化居住环境 ， 增强居民凝聚
力 ， 通过楼道文化打造熟人文化 、

亲情文化 。 邻里更加和谐熟悉后 ，
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 ：
党员敲门行动， 每周一次关爱高龄老
人； 设立红色微帮站， 帮助居民解决
小问题； 定期开展志愿者集市， 组织
各类志愿者线上线下共同参与志愿服

务， 织就了一张多向互动、 群众满意
的贴心网。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邻里守望连心桥

爱心服务同心圆

织就志愿贴心网

善治力量暖人心

“同吃一碗面 共祝祖国好”迎国庆活动。

文化上墙，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富有温度的生动实践。

人人都是文明宣传的传播者。

王永甫志愿服务队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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