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绘小巷平面图 建立 “小巷管家群”

■服务密码：

2017年4月10日， 《首都核心区背
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 （2017-2019
年） 行动方案》 正式发布。 北京市将
利用３年时间， 全面整治核心区２４３５条
背街小巷。 背街小巷将设立 “街长 ”
“巷长”， 选派街道、 社区等党员干部
担任， 重点治理开墙打洞、 私搭乱建、
占道经营、 车辆乱停等城市顽疾。 如
今， 一年过去了， 治理后的首都街巷
是什么样子呢？ 环境治理之后， 居民
生活又有何改变呢？ 街巷管家各自创
造出了什么样的 “服务密码”？ 近日，
记者采访了一线的街长、 巷长、 格长、
小巷管家， 听听他们环境整治为民服
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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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萍
东城区龙潭街道夕照寺小巷管家

□本报记者 李婧

小管家三宝“短平快”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百姓大小事
“格长”来统筹

许淑惠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六道口社区格长

去年4月， 作为 “街巷长” 的延伸和一大创
新， 东城区率先在龙潭街道启动了 “小巷管家”
试点。 家住东城区龙潭街道夕照寺的梁萍是首批
“小巷管家”。 干了快一年了， 梁萍给这条小巷的
居民解决了不少事儿。

今年6４岁的梁萍自从找了这个活儿， 这两条
腿就勤快起来。 每天固定要在这条100多米的小巷
走三个来回，走6趟。 走着的时候，眼睛和手也不闲
着， 这条小巷有3个宠物取纸箱、 49个花箱、 还有
6个垃圾桶， 都在梁萍心里。 她一边走， 一边观察
花箱里， 是不是有垃圾， 随手捡一捡； 宠物取纸
箱里没纸了， 加一叠； 共享单车又挡着道了， 给
搬走； 垃圾桶又脏了， 随手给擦一擦……

当节日、 重大会议期间， 梁萍在睡前要再走
一趟。 “我们这儿的居民楼， 楼龄都很长了。 消
防是弱项， 楼体的保温层都是锯末填充， 怕有失
火危险。” 梁萍说， 当走在小巷里看到每家每户的
灯一盏盏关闭， 她就放心地回家休息了。

这走一走 ， 可不简单 ， 解决了不少问题 。
“在小区拆了违建之后， 一层住户的窗户就暴露在
路边了。 我发现以后提了建议， 给一层安装了防
护栏。 安装的时候， 我又去看了， 发现这一层光
安护栏不成， 一层住户的隐私都保障不了。 又提
建议， 街道又给一层安装了遮挡板。” 梁萍说， 这
都是 “走” 出来的意见。

为了能做好这份工作， 梁萍戴着老花镜开始

手绘小巷的平面图， 这条道155米长， 10米宽， 每
一个垃圾桶、 每一个花箱都在梁萍的心里。 “一
开始动心思画平面图， 就是为了让自己记住这些
东西的位置。 随手拿笔瞎划拉几下， 这图上标出
来这一堆儿是垃圾桶， 那一堆儿是花箱。 居委会
开会的时候， 我就提出这小巷得有个详细的图，
我这儿画着呢， 其他同事就建议要画的精致， 形
象。” 梁萍说， 为了把平面图画的有一定专业性，
她和副巷长一边走一边画， 一份图稿改了5、 6回，
由草图渐渐变精致起来， 形成了最终连垃圾桶都
画的惟妙惟肖的小巷平面图。

梁萍说， 小巷管家反映问题得短平快， 全靠
互联网联系。 别看梁萍63岁了， 微信精通得很 。
去年6月， 连着下了三天的大雨。 雨停没多久， 梁
萍在巡视小巷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单元门门口有
塌陷。 梁萍着急了， 赶紧在微信 “小巷管家群”
发了图片， 提了意见。 梁萍等了一个多小时， 抢
救人员就赶到了， 梁萍这才放心地回家。

梁萍说， 虽然有付出， 没报酬， 但是她挺开
心， 因为居民们对她很认可。 “有一次我抬着乱
放的自行车往外搬， 一下子感觉自行车轻便了，
回头一看， 有一个居民帮我抬着后轱辘呢。 当时
我觉得心里特舒服。”

何谓 “格长”， 或许有人并不知晓。 现如今，
在海淀， 这样的身份不再是陌生的名词， 而是为
老百姓服务、 对老百姓负责的 “百姓格长”。 其实
早在2013年，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作为社区网格化
管理的试点单位， 在全街道27个社区开始先行一
步。 而六道口社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许淑惠， 2011年底， 来到六道口社区担任居
委会党委书记， 2015年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一
肩挑。 推行社区网格化工作的时候， 理所当然格
长的职责便落在了她的肩上。

在六道口社区居委会门前， 记者就看到了一
张大大的公示表。 工商所、 房管所、 卫生监督站、
交通大队等部门的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赫然在
目。 “都是24小时开机， 社区有事儿随时找。” 许
淑惠介绍。 社区居民有难事， 居委会主任作为社
区 “格长” 可以直接给街道、 公安、 城管、 交通
等部门的人员 “派活儿”， 用最短的时间将问题解
决。 在许淑惠看来， “过去， 社区发现问题先向
街道报告， 街道再向专业部门报告， 专业部门再
回过头来找社区， 光走程序就耽误了很多时间。”

就拿2017年9月17日晚的燃气泄漏事件来说，
社区网格化工作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许淑惠回忆，
当晚21点， 她接到值班员的电话说， 有燃气泄漏，
需要马上查办。 许淑惠当即启动了应急处理办法，
由街道应急办主任担任现场指挥， 自己作为副指

挥， 和民警、 燃气公司检修员挨家挨户通知、 解
释、 关燃气闸门， 方便抢修。

经调查， 原来， 是附近一老旧社区改造， 维
修员马虎把水管接到了燃气管道上， 造成六道口
社区6个楼600多户居民当晚没有燃气使用。 抢修
工作进行到了凌晨， 终于把隐患排除了。 第二天
一早， 再每家每户的打开闸门。 “当时天气热，
还需要洗澡， 我们的居民很可爱， 都很理解。”

格长的工作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上， 还体现在
日常方方面面。 在全市整治背街小巷的工作中，
六道口社区的静淑东里8、 9号院也在其列。 2017
年6月， 启动了对该小区的整治工作。

整治时， 有一家业主的爱人是残疾人， 许淑
惠得知后， 马上通知社区残联， 上门慰问并进行
了政策解释。 “我就说， 我们的居民很可爱， 沟
通后便能够理解， 支持工作。”

有些难事， 社区靠 “格” 里的力量仍协调不
了怎么办？ “没关系， 上报到街道网格； 街道网
格解决不了的， 上报到区一级网格。” 许淑惠说，
“社区网格化管理， 社区是基础， 网格是关键， 服
务是本质， 管理是核心。 变 ‘一家操心’ 到 ‘大
家操心’， 解决了百姓关心的事儿。”

“格长” 派活 部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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