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门还是开门，这不是一道简

单的选择题。 法律允许吗？ 技术可

行吗？ 安全与开放之间有平衡点

吗？ 为此，居民、商户、街道、区级各

职能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共同协

商解决之道。 最终，在技术加持下

成功“关闭”了大门，打开了彼此的

心门。

“关门”的背后看似是技术赋

能，更为深层的却是社会治理体制

机制创新发挥了支撑作用。 近年

来，徐汇区积极推进“片区一体化”

治理模式，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有

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作为徐汇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打造的“群众身边的理

论大课堂”，“新思汇” 第三季第五

讲聚焦徐汇区“片区一体化”治理

新模式， 探访湖南路街道武康片

区，结合理论学习研讨形式，深入

探讨如何有效构建社会治理共同

体。

在研讨环节中，武康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柏祖芳表示，类似“一扇

门” 的冲突在其工作中时有发生，

然而，单靠居民区甚至街道层面是

很难解决的，基层需要更多资源下

沉，更需要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为支

撑。

“片区一体化”治理正是徐汇

区开出的“药方”。 湖南街道武康居

民区包保领导、湖南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李岩介绍，片区

治理，即将街道划分为四到五个片

区，构建起街道、片区、居委、小区、

微网格“五级网络”。 以片区为落

点，将街道及职能部门资源下

沉， 扁平化管理。

“原来是各条线一

根针插下去，但有时插不到底。 现

在是条块联动，短平快处置，一杆

子到底。 ”

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汪

仲启副教授认为，片区治理是一种

党建与行政融合的创新机制。 在应

对“网红弄堂”、武康大楼等综合性

治理难题时， 过往的“街居体系”

“条线体系”“网格体系” 往往会带

来不同层面的治理错位。 比如，街

道治理幅度较大，作为托底单位难

以及时响应每个需求。 居民区治理

幅度小， 但却无权干预沿街商铺、

商务楼宇等治理对象。 再比如，条

线各管一摊、网格只能针对具体事

务……然而，片区治理恰恰作为一

种补充，以组织形式缝合了治理缝

隙。

条块结合是政府管理的一个

主要特征，条块分割也是治理体系

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基层治理

体系中，“片区一体化” 治理模式

能否让“街道吹哨、部门报道”更

高效更可持续？ 对此，李岩主任回

应：“片区治理是有组织架构的实

体化运行。 首先，片区党委兼任片

区长。 其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固

定在对应片区内，定人定岗定责。

这就让‘块’的事情变成‘条块’共

同的事情，‘你’ 的问题变成‘我

们’的问题。 当然，过程中也要守

好边界、做好平衡，既要‘携手同

行’也要‘自力更生’。 ”

汪仲启副教授表示， 片区治

理的亮点恰恰在于， 它不是在街

道和居民区中间增设新的机构，

而是党建引领，以一种正规化的、

偏刚性的议事协调机制， 有效动

员行政资源， 齐心聚力解决基层

治理难题，最终达到惠民、汇民心

之效。

据了解，目前湖南街道各片区

已明确治理方向，下一步，徐汇区

也将进一步深化“片区一体化”治

理模式。 我们期待着，这一新模式

能够为更多社区治理难题破题，为

“建设新徐汇、再造新徐汇”注入新

动能，为上海这座人民城市增添活

力和魅力。

“新思汇”第三季第五课开讲啦

徐汇区以“片区一体化”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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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暖阳，红瓦白墙，在跨越百年的武康路上有一处小而美的开放式弄堂———武康路 391 弄。 在这里，居

民、商铺、名人故居共存，新潮与复古、时尚和烟火气交织，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然而，“网红”也有烦恼：居民需

要安全安静的居住环境，商户渴望人流如织充满活力的经营空间，不同的诉求指向了一个问题———弄堂大门

要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