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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9 日， 娄 底
市新化县上梅街
道十字街社区，
初 雪 还 没 有 完
全消融，路面上
几乎没有什么行
人。71 岁的晏新
民 和 61 岁 的 刘
雪朗结伴走在社
区里捡垃圾，她
们是新化县上梅
街道“上梅红”
楼栋微治理的志
愿者，由于表现
优秀，她们成为
了各自楼栋的楼
栋长兼妇女小组
长。

2017 年，为
了有效破解城市
基层治理难题，
打 通 基 层 治 理

“最后一公里”，
上梅街道党工委
探索建立了“上
梅红”志愿服务
群众自治机制，
创新“微治理”
手段，形成了“人
人参与、人人尽
力、人人共享”
的治理格局。而
街道妇联也及时
地将妇联工作融
入“上梅红”的
工作中，带领辖
区内的妇女姐妹
们一起为基层自
治奉献湘妹子的
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张秋盈）2021年12月

31日，在喜迎元旦辞旧迎

新之际，株洲醴陵市泉湖

村湘妹子能量家园里暖意

浓浓，礼品集中兑换活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能

量家园带“火”了幸福邻

里路。

活动现场，泉湖村村

支委负责人组织湘妹子能

量家园的妇女代表、妇联

执委及能量积分较高的家

庭现场交流，肯定了自湘

妹子能量家园成立以来

所取得的成效，泉湖村

广大妇女带动家庭参与能

量家园建设，为妇女发

展赋能，为乡村振兴助力，

小积分汇聚了大能量。现

在所注册的家庭中，环

境更整洁了，家庭更和

睦了，邻里关系更融洽了，

通过巾帼之力带动泉湖村

乡村之美。

礼品积分集中兑换活

动在泉湖村妇女之家举

办，“ 我有 300 多分啦，

我要兑换面膜”“我要兑

换颈椎枕……”“有行动

就有积分，有积分就有礼

品”。张大姐通过积分兑

换到自己心仪的礼品——

颈椎枕、面膜还有食用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开心地说道：“自从有了

湘妹子能量家园，我再也

不老想着打麻将了，我让

家人都注册了APP，一起

来积分，通过里面下发的

活动，我参与了‘晒一晒

你家的菜园子’‘最美庭

院’‘提交创意手工作品’

等活动，通过上传美照，

获得最高分，特别是观看

‘关爱妇女防治两癌’视

频，我更注意女性健康了，

这个平台真的是好！”

据悉，泉湖村湘妹

子能量家园作为醴陵市唯

一试点，目前已完成家

庭注册数766户，参与家

庭人数 2526人，在市妇

联的指导推动下，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积分活

动，多次代表醴陵和株

洲市试点接受全国和省

妇联的调研评估，深获

好评和肯定。

“黄芳主席握着我的手，对

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回

忆起 2021 年 12 月 21日，湖南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黄芳在

这里调研时的场景，晏新民心情

依旧十分激动，当天，黄芳主席

到十字街时，她正拿着扫帚和撮

箕，在街道上清扫垃圾。

一旁的社区书记阳玲玲告诉

记者，晏新民和刘雪朗是第一批

“上梅红”楼栋微治理志愿者。

上梅街道位于新化县的老城

区，是新化县传统的商贸重镇，

街道内人员流动性大、治安形势

复杂、安全风险隐患较多，基层

治理迫在眉睫。

“当时，上梅街道真的就是‘脏

乱差’。”上梅街道专职副书记苏

随着志愿者的增多，“上梅红”

楼栋微治理的管理模式也逐渐规范，

“ 网 格 长

下面是楼

栋 长， 楼

栋长则带

领着二到

六名志愿

者进行工

作”，而街

道党工委

也根据志

愿者们开展的工作总结出了8 项工作

职责，从政策宣传到环境卫生、邻

里纠纷、弱势群体、青少年成长、社

会治安、交通劝导等个个方面都有

任务布置。

5 年的实践过去，“上梅红”楼

栋微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成果。

永兴社区陈家院是变化最大的

一个区域。“以前污水横流、垃圾遍

地、杂草丛生、无从下脚。”陈家院

的楼栋长吴凤娥用16 个字向记者描

述了陈家院曾经的场景，为此，她和

丈夫杨玉华为首自发组织了一支6人

的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先对全院的

环境卫生进行了一次大清扫，有钱的

出钱，没钱的出力，硬化了路面和水

坪。通过近一个月的努力，陈家院的

环境卫生彻底改变了。随后，他们分

别上门，对居民们做工作，希望他们

能够维持环境的整洁，并组织大家

进行每周进行一次卫生评比，同时，

她们还安排了志愿者值班，不仅要负

责院里的环境卫生，还要处理邻里

纠纷和突发事件。

在杨玉华、吴凤娥等 6 名志愿

者的带领下，如今，陈家院整洁干净，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脏乱差”的模样。

除了人居环境大为改善，“上梅

红”志愿者在社会维稳方面也做出

了不小的贡献，“上梅红”模式推进

以来，上梅街道信访总量下降 80%，

曾经极易引起纠纷的春节交通堵塞

问题如今也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往

年过年，街道内总会堵得水泄不通，

但现在有了‘上梅红’志愿者，到了

春节最忙的时候，街道内的交通也

依旧畅通”，而家庭纠纷或者邻里纠

纷很快也被志愿者们妥善解决。

“现在家家户户都以有‘上梅红’

为荣。”上梅街道妇联主席陈艳芬说，

如今，上梅街道共有“上梅红”志愿

者41600 多名，女性占到 70%，为此，

街道妇联特地将妇联小组和妇女小

组引入楼栋微治理中，“楼栋长一般

就是妇女小组长”，围绕街道党工委

的中心工作开展妇女工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开展“上梅红”

楼栋微治理工作，打通基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上梅街道党工委设

立了指挥中心，在每个楼栋院落都安

装了监控，做到及时排查风险、消

除隐患，让“小事不出楼梯，大事不

出社区”成为现实。

居民成为治理主体

晏新民是十字街社区第 5 网格的

一名楼栋长。每天早上 5点刚过，晏

新民就会赶紧起床，洗漱一番后拿

着扫帚出门，她先是将自己所在楼栋

楼梯间的卫生打扫干净，又会到楼

下，将楼栋周围的背街小巷打扫一遍，

这一趟下来，“最少要两个小时”。等

到吃完早餐，晏新民就会约上其他

楼栋的志愿者们，一起到社区的主

干道上巡逻，查找是否有新出现在

地上的垃圾。

十字街社区有两所学校，每到学

生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也是晏新

民最忙的时候，她会来到学校门口，

及时捡起地面上的垃圾，同时，还

要招呼孩子们注意交通安全。

如今，几年下来，晏新民觉得自

己“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有劲”，

就连大年初一，她也要坚持把楼道

和小巷子的卫生打扫干净，“这一天

不把这件事情做完，不放心”。

在晏新民的努力下，她所在的楼

栋楼道十分干净，而街头巷尾更是

看不见一点垃圾，大大减轻了环卫工

人的负担。

和晏新民所在的楼栋不一样，刘

雪朗居住的楼栋居民主要以老人为

主，为此，刘雪朗主动承担了照顾老

人们的责任。

刘雪朗楼下的邻居李梁（化名）

已经 90 多岁了，多年来一直瘫痪

在床，孩子在外工作，家中只有一

个同样年迈的妻子，她便时不时到

老人家，陪着他说说话，帮他翻翻

身。2021年上半年，李梁的情况恶

化，生命垂危，老伴的腿又骨折了，

无法照顾他，孩子一时间也赶不回

来，于是，刘雪朗便代替李梁的家

人，陪伴着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

光。后来，李梁的孩子从外地赶回来，

处理完老人的后事后，想要向刘雪

朗表示感谢。刘雪朗婉拒了，她说，

这不过是她为楼栋里的老人做的一

件小事。在刘雪朗的照顾和帮助下，

现在，楼栋里的老人都知道，“有困

难找雪朗”。

晏新民和刘雪朗的行动逐渐感染

了身边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

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进来，居民们

亲切地称呼这些穿着红马甲、戴着

红袖章的志愿者们为“上梅红”。

莺记得，早在 2016 年，为探索基层治理，

街道曾经实施网格化管理，将支部建立在

网格上，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网格化

管理的效果并没有设想中的好。为此，街道

党工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查找原因，“网

格化管理只有网格员和网格联络员，力量薄

弱，无法办事”。

大家成为楼栋主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梅街道

党工委决定“发动群众力量”，在

原来已经划分的 169 个网格里，

再划分 1399 个楼栋院落，并号

召街道内的党员干部成为志愿者，

担任楼栋长，“一开始，只有不到

130 名党员报名参加志愿者”。

晏新民和刘雪朗便是这第一

批志愿者中的一员，两人都是

退休的工人。2017 年，新任社

区书记阳玲玲一到任，便从社

区的退休党员和热心居民当中

调查筛选了一番，准备用来组建

一支社区巡逻队，可没过多久，

街道就开始尝试楼栋微治理，

寻找“楼栋长”，晏新民和刘雪

朗也开始负责起了自己所在楼栋

的卫生和管理。

“脏乱差”家园大变样

醴陵：“湘妹子”

带火幸福邻里路

新化“上梅红”: 楼栋微治理 ,女性大作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杨玉华（右）、吴
凤娥夫妇经常在
楼栋微信群中提
醒大家注意维持
环境。

初雪未消，晏新民（前）和刘雪朗就开始在街
上捡拾未清扫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