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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自 2018 年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
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
站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新时尚”，至今已历经六年时
间。昨天，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联合上海市委社会工作
部、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虹
口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龙行
龘龘”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
者服务宣传日主题活动（虹口
站）在和平公园内举行。记者了
解到，六年里，生活垃圾分类成
效再次提升，如今虹口区干垃圾
日均产生量比总书记视察虹口
时控减了34%。

六年中，虹口区坚持以党建
引领“物业、居委、业委会”三驾
马车协力推进垃圾分类，不断将
生活垃圾分类全面融入城市精
细化管理、社会创新治理、文明
城区创建、美丽街区建设等重点
工作，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断强
化。

结合“美丽街区”“美丽家
园”，虹口区大力更新垃圾分类
设施设备，推进垃圾分类精品示
范居住区建设，累计至今全区改
造过的投放点位近千个，2024年
更新投放点位255个。分类时效
显著提升，2024年1月-10月，
虹 口 区 干 垃 圾 日 均 产 生 量
408.11吨，比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虹 口 时 的 2018 年 11 月 控 减

34%；湿垃圾日均产生量 258.24
吨，约为考察时候的3.5倍；可回
收物日均产生量197.02吨，约为
考察时候的3.4倍，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52.73%，分类实效稳固
提升。

这一工作离不开志愿者的
力量。据介绍，虹口区通过社区
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入户宣传，
在中小学推行“开学第一课”和
绿色低碳互动课，以及打造群众
身边的“垃圾分类会客厅”等多
种途径持续宣传，营造浓厚的垃

圾分类社会宣传氛围。
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下

属瑞虹二期与四期两个社区，常
住居民现在7000多人，小区40岁
以下年轻人占比达到60%，是一个
青春有活力的社区。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雷国兴介绍道，为了把低
碳环保理念传播到更多居民心
中，嘉兴路街道成立了垃圾分类
青年志愿者团队，就是想利用年
轻人的活力更好地开展一系列活
动，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

“目前青年志愿者团队在街

道这个层面上有1000多人，在我
们小区的青年志愿者团队差不
多有八九十人，他们都是高知、
高学历的，有环保领域的专家，
有毕业于北大、清华、港大的这
些年轻人，也有外国人，他们特
别愿意为社区低碳无废做一些
贡献。”

雷国兴介绍说，为了让绿色
宜居的理念存在于社区的每一
个角落，社区也通过微更新发起
社区全民参与，激发家园意识。

“我们成立了设计师团队、监理

团队等十几支团队，做了一系列
微更新项目，比如说生境花园，
智能垃圾箱房等等，未来还将做
微更新水循环，包括无废会客厅
等，用好科技的力量，让居民感
受到社区变化，有更多获得感。”

昨天虹口站主会场活动中，
大家再次走进虹口区市民驿站
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沿着总书
记的足迹，重温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此外，其他各区、各街
道活动也同步展开。长宁区的

“绿色程桥分类先行”程家桥街
道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月活动以
及上海动物园可回收物精细化
分类样板区域的落成仪式，进一
步引导市民在公共场所保持良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习惯。
杨浦区第二届“旧书换新友，减
量唤新生”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
动，通过建立书籍交换平台，鼓
励闲置书籍的交换使用，从而提
高书籍的循环利用率，并引导市
民深入实践垃圾分类减量的理
念。11月19日，嘉定区还将举
办“垃圾分类‘新时尚’居民生
活‘新日常’”活动，旨在鼓励更
多居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据悉，自今年 3 月“龙行龘

龘”2024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
志愿者服务宣传日首场主会场
活动在浦东新区拉开帷幕以来，
历经数站，至虹口站圆满收官，
全年累计辐射带动约60万人以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投身于垃圾
分类及其相关志愿服务之中。

志愿服务引领绿色新时尚
“龙行龘龘”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圆满收官 带动辐射约60万人

青年志愿者在行动，引领践行绿色生活新时尚。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住户流动性大社区融入感不高怎么办？
居村党组织书记论坛举行 探索党建引领新型社区治理新路径

与传统居民区相比，新型

居住社区到底新在哪里？怎么

更好地吸引新型居住社区租户

参与社区共同体建设？近日，

由市委党建办指导、宝山区委

党建办承办的“新时代好班长

——居村党组织书记论坛”在

宝山举行。论坛围绕“新”心相

“融”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主

题，聚焦新市民、新形态、新模

式，结合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

系全覆盖工作，共同探索党建

引领新型居住社区治理新路

径。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如何应对租户“流动多变”
普陀区长征镇馨越公寓是

市筹公租房小区，以高学历青年
租户为主。馨越河湾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潘雯佳介绍说，公寓今
年的流动率约为 15%，“流动多
变”的青年租户让她难以找到

“稳定”的社区骨干，对社区治理
造成了较大困难。

“就像谈恋爱一样，和他们
从相识到相恋，但才刚进入‘蜜月
期’，他们就要搬走了。”鉴于60%
的租户为集体租赁形式，支部与
社区内14家集体租赁单位及周
边居民区党组织携手建立党建联
盟，延伸组织触角，用“以旧带新”
等形式确保社区事务“人走茶不
凉”，铸就“铁打的营盘”。

宝山区淞南镇芳草寓人才公
寓党支部书记宋韡怡认为，相较
于传统社区，租户需求更“个性
化”。在走访中，宋韡怡发现芳草
寓租户主要就职于周边高新企
业、园区及高校，对短驳通勤、人
才政策的需求比较强烈。依托区
域化党建平台，支部积极链接区、
镇资源，根据租户个性化需求开
设3条免费短驳线路、帮助70余
个符合条件的租户享受到了近37
万元的租房补贴，在社区内开展4
场不同主题的人才政策解读活
动，让租户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微领地中环青年社区是静
安区彭浦镇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住户呈现来源多样化、年轻化、
租期短等特点，普遍防备意识较
强，参与社区治理意识淡薄。居
民区书记吉芸探索建立“管家团
队+租户代表+社团主理人”的组
织架构，以青年自治为核心，推
动社区主理人做“C位”，围绕主
理人兴趣爱好、就业指导等个性
化需求建设党群服务站、举办社
团活动，推动青年租户走出屋
门、交到朋友、融入社区。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长滩居
民区内坐落着一个市场化运作
的魔方公寓，租户和居民之间有
一堵“无形的墙”。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苏莉破解“机制墙”，打开“心
灵窗”，将魔方公寓纳入社区微网
格管理，邀请魔方公寓的负责人
担任微网格员，共同做好联系服
务。通过党员双报到，推动楼里
的“热心肠”成为治理骨干，带领
租户共同参加社区活动、共享社
区服务供给、融入社区美好生活。

宝山区新时代建设者管理
者之家是罗泾镇中建阅澜山居
民区的配建公租房，租户以某快
递公司员工为主，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朱月经常因为住户工作“两
班倒”而吃到闭门羹。她从公司
管理层和公租房运营方入手，建
立了“企业宿管+管理公司+物业
楼管”的微网格治理模式，以网

格收集梳理需求，以支部调动支
撑资源，解决电瓶车管理难题，
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积极
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

为了帮助新型居住社区党
组织书记行稳走实，宝山区推动
全区新型居住社区党组织书记
与一批政治素质高、治理能力
强、协调能力好、一线工作经验
丰富的优秀居村党组织书记结
对，共同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共
享社区生活服务供给，共同开展
组织生活、共育社区治理队伍，
共同打造一批实事项目。

让“企业精英”成为“社区达人”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耀

华滨江第一居民区位于世博后滩
核心区域，是一个大型市筹公共
租赁小区。居民区书记张茜积极
推动在租户中选举成立居委会，
探索载体共建、事务共治、团队共
育、项目共创、辐射共享的治理机
制，组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经
租方、公安五方协同参与的“后滩
青”睦邻议事平台和志愿服务团
队，与住户所属单位强化联建联
动，推动双报到党员完成从“企业
精英”向“社区达人”的身份转变，
动员多方主体携手打造“我为人
人 人人为我”的生活共同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俞祖
成表示，新型居住社区里的青年
人才是深入开展新型居住社区
治理的宝贵财富，要以精准社区
人群画像为基础，让租户在被看
见、被尊重、被认可的过程中，持
续激发创造性工作活力。

据悉，宝山区结合今年基层
治理的重点方向以及新型居住社
区居民急难愁盼的重点难点问
题，发布了政治引领、基层治理、
生活服务、政务服务4大类20个
增能包，通过精准赋能，在更好地
为新型居住社区居民提供支持与
关怀的同时，吸引带动一批社区
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润物
无声”地帮助居民培育社区公共
精神，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青年租客探讨如何融入社区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