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治安乱点乱象突出、综治维稳压力大、“村改居”成效不显著……基层治理成为了管理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志在建设昆明
市城市新中心的官渡区，把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作为城市治理改革的“1号课题”，广泛学习借鉴北京、上海、成都等先进地区的经验，着力改变行政部门单打
独斗的局面。今年3月14日，官渡区制定出台了《“一核多维、共建共享”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实施意见》，全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即日起，晚报记者将走进官渡区，揭秘“一核多维、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下的官渡模式、官渡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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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太和街道太和巷的部分楼
院，因为建成时间较久、缺乏物管管理，
楼院普遍存在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破损，
环境脏、乱、差，居民生活不便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和平路社区在太和巷成
立红色邻居党支部（以下简称红邻党支
部）、和乐居街坊荟以及太和巷院落自治
委员会，形成了“三社联动”的管理方式，
对太和巷的10个楼院实施“红色物业”
院落自治服务。如今走进官渡区太和街
道太和巷，居民们在道路旁的健身区和
休闲区内锻炼、聊天。“相比以前，我们小
区给人的感觉都变好啦，特别是社区环
境和治安方面，让我们这些老年人住得
很放心。”住在太和巷的和爷爷笑着说。

“靠社区、街道一次次整治，只能是
治标不治本，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是根
本。经过走访调研，我们把目光放在了
社区党员身上，让党员们发挥先锋引领
作用，把大家带动起来。”官渡区太和街
道和平路社区党总支书记段永芬说。
2017年2月，太和街道在全省率先成
立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和社区大党委，为

太和街道党建工作引领发展、引领社会
管理创新提供了方向。太和街道区域
化党建模式，打破了社区与驻区单位之
间原有的组织壁垒，实现了街道社区与
驻区单位的共驻共建、互联互通，充分
释放了基层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合力。

2018年，和平路社区成立了红邻
党支部，号召和带动楼院党员、居民参
与楼院管理。同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和乐居街坊荟，通过自治服务、社区能
力建设等方式，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
化、多层次的需求。

为了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积极性，和平路社区还推出了昆明市
首个“院落公章”，即以居民院落为居民
自治单元，深入开展居民自治，居民自
己决定并管理院落日常事务。太和巷
10个楼院还分别成立了院落自治小组
和院落自治委员会，其成员由楼院居民
推选、自荐、社区党总支选派相结合的
方式产生，社区党总支引导院落自治委
员会传递党的声音、收集社情民意、调
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

掉牙、缺牙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一些年轻人没
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或者因为意外等其他特殊
原因，同样也会发生牙齿脱落的情况。掉牙除了功
能性的丧失，还让青春的容颜变得衰老沧桑。

在柏德口腔熊俊院长的病例中，就有一位因意
外失去了8颗牙的年轻顾客。由于没有牙齿支撑，
原本饱满的嘴唇周围干瘪凹陷，愁容满面，让正值花
季的她呈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衰老之态，意外失
牙让其倍感压抑和绝望，在寻求多家医院无果后，最
终来到柏德口腔。经过与熊俊院长的充分沟通后，
拍片检查、方案设计，先后分若干次完成了植骨、上
颌窦提升、种植和牙龈修复等系列治疗，终于成功修
复好了此顾客的8颗缺牙。与修复前的照片对比，
口腔修复后的面颊饱满，自信的露齿笑容再次绽放
青春的美丽，口腔功能的恢复也让她想吃就吃，无所

顾忌。看着孩子如获新生，女孩的家人对柏德口腔
和熊俊院长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为什么缺牙会显老？熊俊院长解释说，人的
牙根就像树根一样稳稳的扎在牙槽骨这个“土壤”
里，支撑起了面部结构；而牙齿缺失后，初期，面部
就会失去一部分支撑，使人的面型发生变化，颊部
会有轻微下沉现象。短期的牙缺失，牙槽骨逐步
吸收，面部结构进一步失去支撑，颊部和嘴唇凹
陷，就会让人看起来很显老。长期缺牙，牙列的持
续缺失加速了颌骨吸收，牙槽骨变薄变窄，面部比
例更加失调，形成老年面型。此外，缺牙后，为了
咀嚼需要，口腔肌肉收缩的频率会加大，导致嘴唇
周围的活动纹增加，面部软组织也会因塌陷而产
生褶皱，看上去就特别显老。

张晓橙

缺牙若未及时修复 容颜也会未老先衰

“一核”是关键，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确保社会治理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
要求；

“多维”是途径，全方位、多角度整体推进新时代官渡区社会治理，从微权力治
理、基层民主协商、公共文化服务、群团组织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等多个维度开展
社会基层治理；

“共建”是基础，最广泛地组织、引领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坚持
社会治理依靠人民群众，依法有序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共享”是目标，通过加强社会治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
增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老旧小区有人管了

社会治理官渡模式系列报道一

楼顶漏水无人管、小区环境脏乱差、消防安全存在隐患……老旧小区的管理是基层治
理中的一大难题。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治理了社区，又得到居民的支持，成了老旧小区
管理者面临的问题。昆明市官渡区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提出了以基层党建为核心的
社会治理工作模式，依靠党建引领，社区党员积极加入，带动社区居民加入老旧小区
的管理，有效解决了老旧小区没人管的尴尬局面。

时间回到2013年，金马街道曙光
社区的物业退出后，社区基本处于无管
理状态，小区环境脏乱差，秩序混乱。

“除了脏乱差，当时的盗窃问题也非常
严重，最多一次是一晚上有7家住户被
盗。”该社区居民蔡爷爷告诉记者。

直到2018年，官渡区委组织部牵
头，联动区住建、街道党工委等单位聚焦
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难点、痛点，以共建
物业为总抓手，在金马街道曙光社区“U
循环”区域开展社区“红色物业”党建试
点，引入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并成立中
惠物业公司党支部，推动党建工作向物
业延伸，突出党建引领，有效改善物业服
务水平，增强社区居民幸福感。“现在社
区的环境比起以前好很多了，停车棚、消
防设施都安装了，进出小区也需要刷卡，
安全了许多。”蔡爷爷说。

曙光社区“红色物业”的建立，打通
了进门入户、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让住宅小区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社区
居委会凝人心、业主代表有热心、物业
公司显专心的融合共信、责任共联的共
同体，构建了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实现

了从“居有其屋”到“居优其屋”的转变。
为了保障“红色物业”的服务效果，

物管企业不仅成立了党支部，还与社区
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工作机
制。通过让物业公司党支部书记担任
社区居委会兼职委员，由社区党组织书
记兼任物业公司党支部第一书记、物业
公司质量总监这一权责交叉的方式，确
保“红色物业”在曙光小区扎根。

原先物管办事处被打造成为曙光
社区红色物业党群活动服务驿站，设置
了红色议事厅、多元矛盾纠纷调解室、
活动室、图书室等。在红色议事厅里，
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和民主
协商会，“红色业主代表”小组、社区、物
业企业三方围坐，听取收集居民业主意
见、诉求，共同协商小区的“大事小情”。

现如今，在这个有10个楼院、365
户人家的片区里，党建之花愈开愈艳，
楼院创建越来越好，热火朝天、如火如
荼的改造提升工作让老楼院重获新生，
一个温情满满、焕然一新的新小区让群
众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摄影报道

党建引领“三社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无人管难题

“党建+”模式 构建社区多元共治新格局

地面平了，墙面靓了，还有健身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