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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齐参与 优居春雨亭
——新堤街道春雨亭社区开展“共同缔造”活动综述

2022 年的夏天，一只“共同缔造”的蝴蝶飞
入了位于新堤街道春雨亭社区的棉花小区，在居
民楼外墙翻新的项目上扇动了一下翅膀，引发了
一场关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蝶变。

决策共谋：
外墙颜色居民定

“选灰色吧，又大气又耐脏”“选米黄色，别的
小区都是这个颜色，错不了”“选白色吧，棉花的
颜色，我们这些人都是同棉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
人，现在退休了看到棉花白就感觉亲切温暖，以
后要把我们棉花小区建成温暖的小区”。与会的
居民代表对“棉花白”纷纷赞同。就这样，棉花小
区的外墙决定刷成白色。

近几个月，像这样的大会小议，在春雨亭社
区棉花小区几乎天天开。棉花小区借势老旧小
区改造，大力开展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活动，干群齐心，群策群力、共建共享，让共同家
园焕新颜。

发展共建：
居民代表监督施工

“这个颜色正不正？您的小区您做主，有想
法尽管提。”胡常青是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施
工单位的牵头人，做事认真负责。这次他一改
过去不问想法、埋头干活的工作方式，多次向
居民发出了“发展共建”的邀请，“没有这些热
心群众做工作，我施工的大吊篮被晾衣架、防
盗网挡住都下不来哦！我算是领教了共同缔
造的好处了。”

确定墙面颜色之后，小区又派出居民代表参
与到施工方的颜色调制中来。经反复调试和上墙
试色，最终调出了最接近棉花颜色的“棉花白”。

建设共管：
墙上乱涂乱画可不行

白墙刷好后，小区支部书记杨均富又听见群
众有“想法”：“我得把我家窗子刷一刷，不然配不
上咱这新墙面。”“你刷什么颜色？我跟你一样，
免得又不好看了。”“咱地下室的玻璃也该换换
了。”“白墙好得劲，乱涂乱画乱打孔可不行，要想
法子管长远、管理好。”……看来外墙刷白后有了

“连锁反应”。
随即老杨又召集居民代表开会，这次的主题

是拟定小区环境卫生公约，大家抱有一个宗旨，
那就是“小区管理得靠自己”，最终确定了切合棉
花小区实际的七条公约，涵盖了户内整洁、楼道
卫生、公地美观、定期评比等内容，小区居民人人
有责，大家纷纷在卫生公约上签字。

效果共评：
我们棉花人要“一生向阳，温暖永传”

为了这大白墙更好看，刷窗户、换玻璃、拆空
调、移水泵、洗水箱、擦墙面、摆花草……大事小
情，邻里间有商有量，互帮互助。棉花公司企业

改制后渐行渐远的心，通过共同缔造又渐渐地拢
了起来，是时候开展“小区好人榜”评选了。

“小区好人榜”评选会上，居民各抒己见：“咱
小区多亏了刘奶奶，没有她牵头哪有这效果。”

“哪里哪里，杨书记上下沟通可没少废功夫。”“这
个还要感谢王大爷支持工作，拆除护栏他损失
2000 块也没说啥。”“刘大爷改造时提出预留洗
衣污水管的事是件大好事，该表扬。”“咱们小区
啊，好人可不少！”“我们棉花人就该一生向阳，温
暖永传！”……

几天后，小区东侧的栅栏处有了小区“热心
人、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的人物事迹，小区居
民苏道义还给每个人的事迹配了首诗，鼓励居民
见贤思齐。

成果共享：
没想到不用搬家就可以住新楼
“这‘棉花白’一看就知道是咱们棉花小

区。”外墙刷好后，居民们纷纷送上“五星好评”。
“在大门口看到这‘棉花白’就感到暖心，心

情好了身体都感觉舒服多了。”“咱们小区健身
区、停车场、景观带、晾晒区、活动室应有尽有，比
商品房小区也不差什么。”“没想到不用搬家就可
以住新楼，感谢党和政府。”东边向阳的石凳上几
个老棉花人说笑着。

昔日“老破旧”，今朝“样板间”。一张张灿
烂笑脸，写满了居民共同缔造幸福家园的收获
和满足。

“棉花白”里的“共同缔造”——

老旧小区蝶变美丽家园
□ 通讯员 陈刚 李程

洪湖市共同缔造工作帷幕拉开后，春雨亭社
区被选定为全市11个试点中唯一的城市居民社
区。试点示范类型为：群众自我管理、城乡品质
生活。工作开展以来，春雨亭社区专班深刻领悟
共同缔造理念，引导社区居民变被动为主动，全
程参与“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
评、成果共享”，在全社区形成了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的良好氛围。

建队伍、搭平台
党建引领“聚民心”

为提升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提高居民幸福
感、获得感，春雨亭社区通过党建“领跑”、党员

“助跑”、群众“跟跑”，引领居民积极参与，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建的社会环境。

一是完善组织体系。优化“社区大党委+网
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
体系，优选40名党小组组长、140名楼栋长、259
户党员中心户，明确职责任务和日常管理办法，
完善社区治理的基本框架。

二是共建志愿队伍。依托小巷“说事吧”，发
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的带头作用，以党员为先
锋，以群众为骨干，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吸纳热心居民、下沉干部、社区工
作者为成员，组建事务监督理事会、矛盾调处理
事会、环境治理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平安洪
湖赤卫队（以下简称“四会一队”）35支，参与共建
共治。

三是搭建交流平台。为了进一步实现居民
“当家做主”，春雨亭社区拓宽党群交流通道、搭
建群众出谋划策、组织参与平台，“红色议事厅”
成了居民与社区沟通最高效的渠道，真正实现了
变“政府抓、群众看”为“党建引领、群众参与”，让
群众在认可中支持，在支持中参与。

集群策、做规划
汇集民智“贴民心”

开展共同缔造活动核心内容是发动群众决
策共谋、发展共建，因此在深入推进共同缔造活
动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群众是主体”方针不
动摇。

工作专班和居民共同起草一封致全体居民
的公开信，编制共同缔造“三字经”，广泛宣传共
同缔造理念，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并多次
通过“大党委”联席会、社区“两委”班子会、小巷
板凳会、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鼓励居民进言
献策。在会中，干群面对面，深入实际，广开言
路，收集居民老旧小区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社区
环境整治等方面意见建议 48 条。例如：在小区
管理方面，有居民提出，小区缺少非机动车停车

位，乱停乱放影响环境，建议规划停车位集中停
放；还有的居民提出利用多功能室开展文娱活
动，充分发挥阵地优势；自治资金短缺，一些共建
项目无力支撑，希望大家想想办法；根据棉花小
区的历史和文化，也有老党员建议，可以收集老
一辈的棉花故事、照片，共同把这些红色基因传
承下去……

集细流以成大海，汇众谋可得良策。自治委
员会充分听取居民意见，重点围绕老旧小区“怎
么改”“改成什么样”“由谁来改造”“改后谁来管”
等问题，坚持会商在基层，确保居民心声有人听，
居民心愿有人领，并经过多方探讨，形成《棉花小
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棉花小区共同缔
造“四会一队”项目清单》，实行房前屋后自己干、
小微工程匠人干、重点工程专业干，最大限度实
现花小钱办实事、办大事。

聚群力、靓环境
居民自治“顺民心”

一是群策群力，拓宽资金来源。通过共同缔
造的活动，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由政府的“大包
大揽”变为政府引领、社会参与、居民自筹的多
元投入机制。为解决共建项目资金短缺的问
题，小区自治委员会发动全体居民骨干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共谋，决定成立棉花小区公益自治
金。决议形成后，自治委员会分工协作，出台了

《棉花小区自治公益金管理办法》，大家一致认
可公益自治金采取自下而上的“由民做主”和项
目化运作的方式、开放式的实施，运用集体智
慧，解决群众关心的社区问题，实现资金用途由
居民决定、资金使用由居民参与、项目成效由居
民共享。11 月 9 日，棉花小区公益自治金筹措
座谈会顺利召开，小区居民踊跃地自发捐赠，相
关单位和爱心企业代表也表达对共同缔造的支
持，共募集自治金七万三千元。老党员杨继安
个人捐赠一万五千元，他说：“小区就是我的家，
我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但是共同缔造必须要
有我一份！”围绕自治金“怎么用”“如何管”的核
心问题，自治委员会制定了自治公益金管理办
法，明确了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等保障性要求，
让每一分钱都取之于小区、用之于小区。比如
对于小区环境硬化、亮化、洁化，通过政府政策支
持和小区自治公益金，修建了小晾晒场、小停车
位、小健身区、小说事吧、小景观带，明显改善小
区居住环境,用“小场地”凝聚起了睦邻家园的

“大能量”。
二是由民做主，实现共建共管。通过居民自

荐，积极选出“红人、能人、专人”，成立自治委员
会，及时转变治理方式，由之前的“三无小区”转
变为自治委员会和“四会一队”牵头解决。基层

治理真正实现居民自主管理，推动老旧小区形成
物业自管、事务自理、居民自治模式，实现由“政
府端菜”到“群众点菜”的转变，由“独角戏”到“大
合唱”的转变。比如针对小区环境卫生方面，“四
会一队”带头，居民自发组成环境巡查小分队，不
定时对于小区卫生和楼道乱堆乱放、电动车乱停
等现象开展巡查，对于不遵守公约的居民进行劝
阻，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和垃圾分类标准，一起义
务维护好小区环境卫生秩序。

三是一起干事，改善居住环境。开展共同缔
造活动不是大包大揽，而是与群众站在一起、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成为奋斗的共同体。充分发
挥“四会一队”作用，动员群众自己动手、投工投
劳，共拆除违建3处、乱堆乱放52处，对48个旧台
基进行清理，45个目前已被同意出让公用，为后
期建设打下基础。

重民评、惠民生
成果共享“暖民心”

一是效果共评。为了充分发挥居民在自治
中的评价监督作用，强化居民的主人翁精神，定
期发放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小区自评表，对于群众
提出的意见，进行梳理并形成工作清单。11月9
日，棉花小区共同缔造专班到咸安市浮山街道、
温泉街道学习城市社区共同缔造经验。

二是打造特色。在棉花片区以“棉花记忆”
为主题，收集“棉花故事”、唤醒“棉花记忆”、传承

“棉花精神”；在三巷至七巷以“温情雨亭”为特
色，突出便民、利民、惠民，提升居民归属感和认
同感；在长渠公园开展“共同护绿”活动，用活认
养、认捐、认管工作机制。

三是成果共享。“一老一小”，是老百姓的牵
挂，是全社会的关注，更是党和政府的“心头
事”。在开展共同缔造活动过程中，考虑到棉花
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职工宿舍，老年人和儿
童占比较大，充分运用共同缔造理念，主动聚焦
小区内“一老一小”，充分发挥多功能室阵地优
势，将“周末公益课堂”和老年活动中心融合，针
对老年人和儿童开展多样性、普惠性服务。比如
社区党支部结合活动室条件、老年人实际需要等
因素，不断丰富了老年活动中心、休闲娱乐室等
场所功能，较好地满足了老人们日常娱乐、社交
等多样化服务需求，致力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真正意义上从将就变成讲究，从忧居变成优
居，让养老变成享老；居民发动身边有艺术特长
的朋友参与志愿活动，开设“周末公益课堂”，为
孩子们提供功课辅导、爱心托管等服务，较好地
解决了家长们的周末托儿问题，课程围绕红色教
育、传统文化、美育培养、树立自信等方面进行设
置，建成了棉花小区的“德育加油站”。

本报讯 杨志勇，今年72岁，是春雨亭社区棉
花公司的退休职工。作为小区党支部副书记，他
积极参与社区开展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为小区
建设出谋划策，带领小区居民共同参与到小区治
理中来，真心实意替老百姓干事，让小区居民吃
了一颗定心丸。

棉花小区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棉花公
司单位的职工宿舍，居住人员以老年人居多。
2001年企业改制后，小区一度成为“三无”小区，
因无人管理，小区内环境脏、治安差、矛盾多，杨
志勇找到几名老党员商讨成立小区自治委员会，
商定居民自治的方案，他被大家推举出担任小区
自治委员会的主任。

今年，棉花小区被选为“共同缔造”老旧示范
小区，他号召小区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治理，为小

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他不仅是小区的“大管
家”，更像是小区的“110”，有困难随叫随到，还把
周围的人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小区居民都亲切的
称呼他“杨爹”。家住5楼的黄爹爹是一位独居老
人，子女常年在外工作生活，婆婆去世后，他一个
人在家无人看护，黄爹爹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住
的楼层高，上下楼买菜成了黄爹爹生活中的一大
难题，杨爹了解他的情况后，主动上门帮忙，每天
敲门送菜，帮他采购生活物资，解决了他的生活困
难。不仅如此，杨爹还有一门维修水电的手艺，谁
家马桶堵了、电灯坏了、水管破了，只要一通电话，
无论多晚，他二话不说立即上门修理。杨爹总说，

“我是一名老党员，党员不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吗？
小区周围都是我的老邻居、老同事、老战友，我有
能力帮助他们，就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志勇：

小区“大管家” 居民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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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小区党员大会共商小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