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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联网联治 精细管理

肖华强
东城区崇外街道副主任、西花市大街街长

曲艺文化搭桥
居民找回邻里情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白纸坊街道建功北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当互联网遇上环境整治， 将发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 想必， 大家是猜不出来答案的。 如今， 这样的
事在东城区崇外街道真的发生了。 截至目前， 这个
名为 “环境卫士” 信息化指挥运行体系已经运行了6
个月， 由34名街巷长、 13个环境理事会成员共241
人、 403名小巷管家组建的 “环境卫士”， 探索出了
一个城市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崇外模式。

作为 “环境卫士” 之一的东城区崇外街道副主
任肖华强， 也是辖区内西花市大街的街长。 基于自
己多年的城市管理工作经验， 他通过长时间的走访
调研， 发现实现精细化城市治理的任务还很艰巨。

2017年， 恰逢全市启动了 “百街千巷” 街巷长
制工作， 按照要求， 崇外街道也顺势在辖区推行此
项工作。 但问题摆在了面前， 如何让街巷长的工作
落地生根？ 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 “这
两个问题要是解决了， 城市环境的共建共治共享肯
定能实现。” 一直分管城市管理工作， 也是街道 “百
街千巷”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的肖华强， 对这项工
作的痛点深有体会。

说干就干。 终于， “环境卫士” APP于去年8月
中旬开始试运行， 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上线。 平台
搭建了， 街道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为街巷长他们的工
作如何开展？

肖华强介绍， 我们的这个APP实现了 “发现问
题———派遣问题———处置问题———监督反馈” 案件
闭环处理体系， 建立街巷长、 环境理事会成员、 小
巷管家、 专业执法部门的有效联通。 利用手机自动
定位、 上传照片、 线上提交、 审核结案、 超时预警
等功能， 进一步压缩了环节衔接时间， 确保了工作
规范高效。

那么 ， 什么才是需要处置的环境问题 ？ 按照
“分级分类、 统筹衔接” 原则， 进一步划分 “十无”
问题共三大类， 通过线上工作流程实现各渠道上报
问题逐级过滤。 小广告、 卫生死角、 非机动车乱停
放等简单事项为一类问题， 由街巷长依托环境理事
会和志愿者解决； 大件废弃物、 建筑垃圾等为二类
问题， 由街巷长牵头， 城管、 城建等专业部门协同
解决； 违法建设、 群租房等为三类问题， 由街巷长
上报， 指挥部统筹各部门力量解决。

为了更直观的给记者解释清楚， 3月14日上午，
肖华强处理完手头的事， 提前来到自己分管的西花
市大街查看， 以往， 他会在中午午休时间来。 在西
花市大街南侧的链家地产前， 他看到电动车摆放凌
乱 ， 当即拿出手机进入 “环境卫士 ” APP， 拍照 、
线上提交、 协调商家现场办理……整个过程不到5分
钟。 “商家很配合， 这种城市治理需要精细化， 所
以现在地上发现个烟头、 纸屑， 大家都会主动地捡
起来。” 肖华强说， “这种模式， 需要各方力量的加
入， 比如， 西花市南里西区就有227名党员、 33个楼
门干部加入到城市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队伍中来。”

去年， 一直是东城区问题点位高发区的西花市
大街，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现如今， 已经从 “黑名
单” 上移除了。 肖华强说： “这都是大家的努力，
说明这个 ‘环境卫士’ 信息化指挥运行体系很有效，
实现了城市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的要求。”

互联网+环境整治■服务密码：

违建拆除了， 便民设施建起来了， 各个街道社
区的“硬”件得到了升级，可如何让居民们打心眼儿里
觉得社区生活有滋有味儿，还要靠“软”件的完善。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靠 ‘文化引领’。” 白纸
坊街道建功北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园园告诉记者 ，
他们社区规模相对较大， 但是， 平日里参加社区活
动的居民却都是 “熟面孔”，为了破解这一 “瓶颈”，
他们尝试着从居民感兴趣的群众文化入手。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和座谈， 建功北里社区党委
发现， 曲艺演出贴近百姓生活， 深得居民喜爱， 但
目前扎根基层社区的曲艺演出团体却不多。 于是 ，
他们积极协调、 挖掘资源， 携手北京周末相声俱乐
部共同打造了社区曲艺文化平台 “天赐曲艺坊”。 再
加上 “建北讲习坊” 和 “惠民自助坊”， 共同构建了
社区党建创新的三部曲。

一桌、 一椅、 一醒木……每到周六上午9点， 建
功北里社区活动室就化身曲艺坊， 邻里街坊则变成
了 “专业” 演员和观众。 大家用评书、 相声、 快板
等曲艺形式， 讲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员
先进事迹、 家规家风、 廉政自律等方面的故事。 台
上演得认真， 台下听得专心。

“打竹板， 我笑哈哈， 上台来把社区夸。 党支部
我们书记他， 领导咱们把根扎……” 一段合辙押韵
的快板书 《夸夸社区志愿者》， 引得居民观众跟着节
奏， 不住的拍手、 点头。 说书的老人是建功北里3区

1号楼的居民张桂贞， 今年87岁。 她告诉记者， 她从
小爱听侯宝林的相声， 听了一辈子。 耳濡目染之下，
就学会了很多东西。

李园园笑着说， “因为曲艺坊， 张桂贞老人成
了 ‘社区明星’。 而其他的社区老党员、 普通居民和
单位在职党员， 也从迎面不识， 到点头聚首， 到成
了亲密 ‘坊友’。 居民们都觉得， 找回了久违的邻里
情谊， 大家作为社区分子的归属感也增强了。”

此外， 针对社区青少年， 曲艺坊还开设了主持
技巧、 相声表演等方面的讲座， 通过学习绕口令 、
听故事， 让孩子们学到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
掌握了一些曲艺基本技巧。 同时建立 “天赐曲艺坊”
微信群， 及时发布活动信息， 促进“坊友”学习交流。

李园园介绍， 除了曲艺坊， “建北讲习坊” 及
“惠民自助坊” 也成了居民 “新宠”。 “建北讲习坊”
是在街道讲习所的基础上， 引入外部教学资源， 融
合红色宣讲团、 党课讲座及道德讲堂等平台， 打造
而成的学习交流阵地。 而 “惠民自助坊” 则是集议
事协商、 法律讲座、 技能培训等为一体的居民素质
提升平台。

2017年， 建功北里社区将社区党建工作整理编
制成纪念册 《手写的初心》， 记录全年党建活动、 展
示党员心声。 “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册子， 记录了
党员群众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更记录着我们社区
党委引导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历程。” 李园园说。

李园园

党建带路 文化吸引■服务密码：

巷长热线24小时开机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清源街道滨河西里北区居委会主任

李征

发动志愿者 群治更有效■服务密码：

3月16日上午9点， 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西里北
区居委会主任李征正在巡查中。 她一边端着手中的
小本， 一边记录着新发现的问题。 2013年， 李征开
始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 滨河西里北区有居民933
户， 居民达8000余人。 这个老旧小区中， 还建有42
栋6层高的楼房。 5年中， 她用脚丈量社区中的每一
个角落， 用心倾听居民的每一个需求。

去年10月， 李征又多了一个新角色———社区巷
长。 “231米” 是社区巷长李征负责的街巷长度， 虽
然距离不算长， 但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却并不简单 。
学生、 居民； 老人、 小孩； 车流、 人群……短短的
两条小巷， 让巷长李征 “操心” 的地方不少。

因为有着5年的居委会工作经验， 李征开展巷长
工作后， 也迅速借鉴了其中的管理方法。 “简单的
概括起来就是自己主动发现， 再加上志愿者的群防
群治力量配合。” 每天， 李征都会来到社区中。 通过
巡查、 走动， 来了解、 发现社区中的变化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 担任巷长后， 24小时开通的巷长热线也
成为她了解社区民生的主要途径。

不仅自己去主动发现问题， “红袖标” 志愿者
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社区的志
愿者从周一到周日， 都会在社区中巡逻。 一天两名，
上下午都会坚守在岗位上。” 李征介绍， 正是主动发
现和志愿者配合的方法， 也让社区中的一些棘手问
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路灯故障是滨河西里北区一个让居民头疼的问
题， 因为归属权存在争议， 每次维修时都会遭遇一

番拉锯战。 居民的难题李征记在心里， 她及时向有
关部门进行反映。 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协调和帮助下，
最终黑着的路灯亮了起来。

担任巷长后， 李征帮助居民解决的问题不只这
一件。 路面上的井盖问题， 街上乱停车的问题， 垃
圾乱放的问题……不管是她自己主动发现的， 还是
志愿者巡逻中了解的， 居民在巷长热线中提到的事，
李征都会认真去解决。

“巷长， 我想请您帮助解决解决学校无照商贩
的问题啊。” 李征负责的小巷中有一所学校， 时而出
现的游商不仅扰乱着街上的环境， 更让不少家长担
心学生的食品健康问题。 听到居民的反馈后， 李征
忙活着解决起来。

发动 “红袖标” 志愿者参与巡逻， 进行及时劝
阻。 除此之外， 李征还带着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街
道城管的工作人员协商。 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 对
校门口的游商监督管理。 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付出，
如今校门游商少了很多， 小巷的环境和秩序也得到
很大的改善。

担任巷长半年多的日子中， 虽然自己要操心的
事情很多， 虽然自己的手机这部巷长热线要保持24
小时开机的状态， 但是李征坦言她还会坚持用脚 、
用心做好巷长工作， 让小区环境变得更整洁， 居民
生活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