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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枫林路街道宛三居民区的

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随着宛三片区一

体化治理工作的开始， 路面重新铺设，住

房外立面翻新，设立中心花园、智能车棚

等，切实改变了宛三片区整体面貌。

尤其是片区一体化治理中的党建工作，

鼓励和吸引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激活了大家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党建引领一体化治理

“宛三片区一体化治理工作”涉及宛

南三村、 东航小区、 龙华路 2373 弄小区

等， 房屋为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建

造，涉及居民 1292户。 宛三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王诤介绍说，为高效开展宛三片区一

体化治理工作进度，在街道的支持下成立

了宛三片区一体化项目临时党支部，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领导作用。

“临时党支部等于是把支部建到居民

区来，居民只要有问题反馈，我们居委和

相关负责人都能马上收到，我们根据收集

的信息，从我要改什么，变成居民需要我

改什么我就改什么。 ”王诤说。

150 名小区党员也积极亮身份、践承

诺，联合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组成“区域

党建联盟”，实现资源共享、问题共解、民

生共促。 采取“党员 + 网格员”“党员 + 劝

导员”“党员 + 志愿者”等形式，发挥党员

和骨干力量作用，高效解决居民诉求。

发掘社区特色

“我们最早的一批居民，其实和东方

航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们也希望通

过文化引导来找到和居民共情的地方。”居

民楼外墙上涂上了带有航天元素的绘画，

居委也让老居民多出来说说过去的故事。

“这样老带新，大家都有存在感、归属感。 ”

居民区治理的任何成果都离不开居

民的参与，有了居委干部的牵头，有了居

民党员的付出，大家能真切地看到小区在

一点点地变好，也愿意出来反哺社区。 王

诤说：“一开始有些居民都不愿意提问题，

因为他们总觉得提了也解决不了，但我就

告诉他们尽管提，只有这样才能确切知道

大家想要什么。 ”

最终，居民们提出的移除绿化带中的

杂草砖、增加停车位、绿化的重新规划、晾

晒区向阳、铁门和信报箱的整合、中心花

园的修葺等建议都在设计方案中体现。

持续自治共建共享

在王诤看来， 社区从管理到治理，再

到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越来越能感受到

人的重要性，特别是居民的参与，之前是

要吸引居民参与，现在就是要考虑居民参

与的是不是好、能不能有持续性。

社区每周四都在开展清洁家园项目，

但要坚持不懈做下去并做好也不容易，宛

三居民区就利用网格治理， 分块区负责。

“我们每一位居委干部会负责一个区域里

的二十几个楼道，楼道里再发挥楼组长和

党员骨干的力量。 ”

渐渐地，居民们都自觉地加入清洁家

园活动，都争当“啄木鸟”，不放过每一个

细节，守好小区的干净整洁。

针对社区志愿者“老面孔”的问题，社

区通过“人群引过来，服务送上门，协同

建起来”的方式，充实志愿者团队，通过活

动和服务，则凝聚了更多人在身边。“这样

很多人来了解我们的工作，来参与我们的

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有很多的抓手。 ”

王诤常常和居民说，大家聚在一起也很

不容易，居委干部也只是一个人，没有居民

的帮助社区很难大步前进， 大家只要拧成

一股力量往前走，整个社区就会越来越好。

小区面貌“华丽转身”

宛三片区打造社区自治下的“宛”美生活

�记者 汪晓

浙江卫视纪录片《大运河》不久前在

徐汇区华泾镇黄道婆纪念馆取景拍摄，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 黄道婆与大运河

有何关联？

在与导演组沟通后，记者得知，棉花

在元代之前，主要用作棉絮，很少织成布

匹。 黄道婆从海南带来的棉织技术进入

运河区域后， 棉纺织生产首先在江南运

河沿线发展起来， 同时大力革新棉纺织

工具， 推动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棉纺

织业发展，改变了江南地区的产业结构，

极大发展了区域经济。 运河地区形成了

一批以棉业经济为特色的市镇。

黄道婆纪念馆是在黄道婆墓的基础

上扩建， 于 2003 年扩建为园林式馆，

2019 年闭馆，重新修葺，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开馆。在黄道婆纪念馆里，不仅

有对黄道婆生平贡献的回顾， 还浓缩着

上海地区棉纺织业发展的历程。

受邀成为黄道婆纪念馆老师的林秀

梅， 也被评为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区

级非遗传承人。 她化身“多面手”，不仅在纪

念馆内向观众讲述纺织历史， 演示如何纺

织，还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进行教授。纪念

馆常会有各年龄段的学生进来参观学习，

老年大学还开设了纺织课程，让更多人了解

这项非遗项目，让黄道婆精神传承下去。

《大运河》纪录片徐汇取景地曝光

这里的故事你了解吗？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就业环境略显

艰难，如果求职者自身再叠加性格内向等

不利因素， 很容易陷入迷茫和失望的循

环。 这时候谁能伸出援手呢？ 在徐汇区天

平路街道就有这样一位“老法师”———就

业服务专员陈莉，她利用自己多年的经验，

总结出“五步工作法”，加上将心比心的真

情实感， 帮助一位又一位的求职者重拾信

心，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实现人生理想。

最近， 她就帮助一位百折不挠的求

职者找到了工作。“这个小伙子是‘80

后’， 要帮助他找工作确实有点难度，我

们联系过的几家单位考虑到他的年龄都

没有了下文， 又碰到疫情， 只能暂时搁

置。 ”不过，经过几次交流，陈莉已经和这

位求职者熟络起来，在一次电话中，陈莉

感受到小伙子隐约有走出家门做志愿者

的想法，立刻指导他直接联系居委报名，

“推”他迈出了接触社会的“第一步”。

六月初，求职者再次走进了工作室。

经历过数次“碰壁”却仍然坚持，小伙子

的精神打动了陈莉。 她更加认真地为他

联系面试单位， 终于找到了一份在人口

办担任协管员的工作，小伙子入职后，还

专门向陈莉打来电话表达了谢意。

这样曲折的求职经历， 在陈莉的日

常工作中再寻常不过， 她在五六年前总

结出了“观察”“倾听”“分析”“推荐”“回

访”的“五步工作法”并沿用至今，她说：

“用好这五步法，是决定我们能否成功帮

助求职者找到工作的关键。 ”

“观察”———因人施策，通过观察，了

解到他们真正的求职意向， 才能更好地

帮助他们。“倾听”———综合考虑，求职者

本人的意见固然重要，父母的想法肯定也

要考虑进去，倾听双方的想法就成了必须

要做的事。“分析”———确定方向，和求职

者再度坐下来交流， 明确进一步的需求，

从而确定合适的就业方向。“推荐”———量

身定制，与用人单位仔细对照，选出合适

的推荐给求职者，指导传授技巧，真正做

到“一人一策”，量身定制。“回访”———关

心备至， 当求职者顺利通过面试入职之

后，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向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双方进行回访沟通， 一方面向单

位了解新人的适应情况； 一方面也鼓励

求职者保持好状态， 有时候还会叮嘱一

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五步工作法”助求职者成功就业

�施阳 徐宗河

“中国马术第一人”华天与搭档

马匹“巧克力”，在不久前的英国哈特

布利国际马联三星长级别比赛中，以

舞步 25.4 罚分、场地障碍 4 罚分、越

野 0 罚分，总罚分 29.4 的成绩完赛，

最终夺冠。 其实，这份荣耀也属于徐

汇区，因为“巧克力”的马主来自徐汇

的上海源长流马术中心。

赛后，华天在微博上表示：“在持

续高温使场地条件颇具挑战性的情

况下，‘巧克力’的表现让他成为当之

无愧的巨星。 这是对杭州亚运会和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都至关重要的一

周，很多目标都已经达成……”

其实，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自

2013 年起落“沪”后，受到了市民的

喜爱和追捧，成为热门社交活动。 同

时， 马术于 2019 年被上海市教委列

为进校园项目后，青少年正成为推动

上海马术运动发展的生力军。

徐汇区与源长流马术中心共同

致力于推动马术文化在上海乃至中

国的传播， 采用国际权威马术体系，

旨在为国内培养更多马术爱好者，并

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赛事及马术活动，

该中心位于漕河泾开发区内， 拥有

“最市中心”的马场，也是徐汇区青少

年马术队的训练基地。

据了解， 徐汇区于去年选拔出了

首批 10 名区队马术队员， 并开始训

练， 积极备战今年的上海市运动会

B组比赛；同时，今后每年也将在徐汇

区内招募新队员，把马术文化和精神

带入校园，在选拔优秀选手的同时普

及马术文化。

“中国马术第一人”携

“巧克力”在英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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