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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翁盈昌

“你这样寻死觅活不好，
影响家庭和睦。婚姻是一门
科学，必须好好经营……”近
日，退休干部、沈家门街道机
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孙志叶苦
口婆心地劝解着小缨。本想
离婚的小夫妻经孙志叶耐心
劝解后，重归于好。

在沈家门街道，像孙志
叶这样退休不褪色、继续发
挥余热的老党员，以党员志
愿服务队为载体，活跃在19
个社区，激活基层党组织“神
经末梢”。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沈家门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
这群离退休党员的能量和优
势,通过党建工作室，担任楼
道长、红色管家，鼓励离退休
党员发挥“银领”作用，争当
民情收集、政策宣传、纠纷调
解先锋，直面群众开展服务，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垃圾分
类等工作，在城市社区建设
和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示范
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

走进沈家门街道西河社区“红
色110”工作室，10多平方米空间里
摆放着2张办公桌，2名穿着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正在接待群众来访。
进来时“乌云密布”的来访者，经党
员志愿者劝解后，“由阴变晴”。

2018年从社区岗位退休后，傅
海虹并没有选择赋闲在家，而是留
在社区加入党员调解志愿者队
伍。她说：“2019年3月，我们成立
调解工作室，取名‘红色110’，意
为体现党员队伍事无巨细，以最快
速度到达现场，解决居民生活难题
的决心。”

西河社区作为沈家门街道老
城区之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历
史遗留问题复杂，各类矛盾纠纷时
有发生。西河社区又是一个混合
型社区，除了新老小区，还有不少
散居户，居民自治管理是社区内许
多非物业小区的主要管理模式。

但随着居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服
务需求不断增加，社区亟需一个
“专业团队”作为治理新载体，更好
地服务居民，解决日常纠纷。“红色
110”工作室应时而生。

“说起‘红色110’这个名字，
还有个有意思的故事。”西河社区
党委书记吕芳芳风趣地介绍，2019
年初的一天夜里，党员傅海虹接到
外河口小区居民的电话，称有户人
家漏水，波及楼下居民。傅海虹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寻求解决办法。

“110是公安出警代名词，这
也是居民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
办事的追求，所以我们就以‘红色
110’为工作室命名。”吕芳芳说。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愁死我
了。”3月5日下午，“红色110”工作
室接到辖区居民吴阿姨反映，称她
家卫生间粪水不断外溢，希望社区
帮忙解决。

当天“坐堂”老党员傅海虹当
即带领值班党员，第一时间前往吴
阿姨家里，同时联系管道维修师
傅。经维修师傅检查，是因为排污
总管堵塞，导致污水倒灌，疏通总
管是关键。但由于排污管拐点较
多、疏通距离较长，维修师傅忙得
满头大汗也无法完成疏通任务，打
了退堂鼓。

眼看到了下班时间，要是拖到
第二天再疏通，吴阿姨的正常生活
就会受影响。傅海虹与在场居民
商量后，决定采用高压水枪从一楼
往上疏通，费用楼道居民共同分
担。在场居民纷纷赞同。有部分
居民因外出无法支付费用，傅海虹
就帮忙垫付。

当晚 7时多，排污管终于通
了。吴阿姨握着傅海虹的手连声
道谢：“太感谢你了，晚上终于可以
睡个安稳觉了。”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傅海虹回复道。

据悉，西河社区“红色110”工
作室现有党员33名，其中离退休
党员23名，设置了“和谐西河”矛
盾纠纷调解、“平安西河”治安巡
逻、“文化西河”文艺惠民、“温暖
西河”邻里守望、“爱心西河”扶贫
帮困、“文明西河”助力创城等6
个志愿服务岗，为居民提供多元
服务。

从去年开始，西河社区还实施
“七日工作法，服务不间断”项目、
“线上下单+线下接单”订单式服务
项目。在“红色110”党建特色品牌
基础上，创建“1+1”志愿服务模式，
即 1个居民小区设立 1个“红色
110”党员志愿服务站，居民仅需一
个电话、一条微信，党员志愿者就
能在第一时间提供服务，真正实现
“110的速度，零距离的服务”。

“红色110”工作室 善解百姓烦心事

“这里是商业区，把这间屋租
出去，每月能赚几万元，但现在用
作法治工作室，可见党委对社会综
合治理的重视。”走进新街社区法
治工作室，3张办公桌上摆满了台
账和宣传资料，墙壁电子显视屏正
播放着法治宣传内容。当天值班
员告诉笔者，社区党委充分整合离
退休党员志愿者资源，旨在打造
“红色家门口”法援团。目前工作
室共有党员5名，其中离退休党员
2名。

新街社区是个名副其实的“高
龄”社区——没有一幢新高楼、没
有一个物业小区，大多数房屋都建
造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些房
龄已超过百年，硬件设施陈旧，历

史欠账多。这里又是“渔港南京
路”所在地，随着外来流动人口大
量涌入，新街商业网点扩大到600
多家，居住人口密集，社会治安环
境比较复杂。

2009年，新街社区党委以补短
板为突破口，实施“法传万家”项
目，成立法治工作室，让治安案件
不出社区。

新街社区法治工作室每周一、
三、五下午坚持法律专家“坐堂”，
接待群众来访，帮助调解各类矛盾
和纠纷，解决百姓司法难题；每周
二、四组织志愿者为有需求的居民
提供咨询服务，满足居民日常法律
需求，提升居民识法懂法意识，营
造和谐、和乐、和美的幸福乐居社

区环境。
张贴在一十字路口的“温馨

提示”引起笔者注意。这份“老高
谈法”虽然只有16K版面大小，但
内容相当丰富，有辖区新近发生
的治安、刑事案件，还有浅显易懂
的警示……据新街社区党委书记
顾珊红介绍，老高，全名高法奎，
1945年1月出生，1982年12月入
党。退休前是一家企业党支部书
记。企业转制后，被推选为新街
社区党委委员，兼第二党支部书
记。

2009年，法治工作室需要一名
会撰写法律文书、编写治安防范资
料的工作人员，社区党委联系了高
法奎，希望他每星期抽出时间义务

到工作室上班。高法奎二话没说，
欣然答应。

高法奎说，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一个社区最常见的
是一些诸如邻里纠纷、婚姻家庭、
夫妻吵嘴、人身损害赔偿之类的琐
事，需要通过相应的法治宣传，讲
解上级政策规定，以提高居民法律
意识。“为此，在法治工作室值班，
得像全科医生，需要样样都懂，这
样才不会让咨询者失望。”高法奎
把这份“差使”当作一份责任，工作
认真不含糊，既当群众咨询员、指
导员，又当社区宣传员、疏导员，做
到打开大门，送法于民。据悉，从
2009年至今，“老高谈法”每月印
刷出版一期。

法治工作室 家门口红色法援团

东大社区和谐促进工作室现
有党员10名，其中离退休党员8
名，由社区退休老党员赵启龙任负
责人。为贴近居民群众生活，倾听
群众心声，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离退
休党员干部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
信访接待、纠纷调解、民情收集等
服务，多次解决居民实际问题，得
到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吴国兴是和谐促进工作室第一
批成员，经他调解过的矛盾纠纷很
多。其中以邻里、家庭纠纷为主。
辖区一户家庭兄弟几个因老人赡养
问题争执不下。吴国兴就和其他成
员一起上门讲道理、做调解；上下楼
因漏水发生纠纷，吴国兴就把2户
人家叫到一起，不偏不倚地商讨解
决办法……吴国兴说，既然加入了
工作室，就要对得起工作室墙上“立

足化解、促进和谐”这8个字。
除了吴国兴，不管遇到的事情

是大还是小，工作室老党员们都认
真对待，不怕麻烦，热心为居民化解

纠纷。
“浇花先浇根，帮人先帮心。”

和谐促进工作室老党员还向居民
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及时反馈群众

所思所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注
的难点、热点问题，从而真正做到
防患于未然。时间久了，工作室已
成为东大社区居民心中的一块老
牌子，遇到矛盾纠纷，都会主动请
这些老党员帮忙调解。

“这些老党员居住在社区里，
熟识街坊邻里情况，并在居民中有
较高威信，居民们都信服他们。”东
大社区党委书记李梦超说，东大社
区是一个商业网点密集的开放式
老社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加上
往来人员复杂，基层管理难度较
大，难免给社会治安带来影响。有
了离退休老党员的加入，基层矛盾
调解效率事半功倍。

据悉，自和谐促进工作室运行
以来，共接待处理居民来信来访
600多件，调解成功率97%以上。

和谐促进工作室 立足化解促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