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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波 曾昊明 樊芳

一次家门口的联席会议 ，
居民共商共议续聘小区物业公
司事项； 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8 支志愿者服务团队， 营造
人人争做 “雷锋 ”的良好氛围 ；
一场普法教育讲座， 让法治思
想浸润居民心田……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 “最后
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了解社
情民意的最前沿。 社区治理得
好不好，社区百姓感受最直接，
也最有发言权。 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近年来，华盛社区在
完善社区治理、 提升居民幸福
感方面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从单兵到共建
社区党建凝聚民心
华盛社区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常住人口 1.6 万余人，从
业人口近 10 万人，下辖荣盛花
语馨苑、麓谷小镇两个楼盘，中
电软件园、芯城科技园、军民融
合产业园等 3 个大型企业孵化
基地，注册企业达 6000 余家。

华盛社区以社区党总支为
核心，把小区党员组织起来，成
立小区党支部， 设立荣盛花语
馨苑、 麓谷小镇两个党支部 、6
个党小组 ，搭建起 “党总支-党
支部-党小组”的 3 级党建引领
体系架构，构建起居委会-党总
支-社区业委会工作指导小组
为主体的 “三纵三横 ”体系 ，将
组织优势转换为治理优势 ，社
区服务延伸至辖区每个单位 、
小区 、家庭 、个人 ，为辖区和谐
稳定保驾护航。

党支部成立后 ， 党员有了
归属感，居民有了主心骨。 党员
积极发挥纽带作用， 充分发挥
既是党员也是业主的双层身份
作用，传达上级精神，反映居民
诉求。 邻里纠纷、夫妻矛盾，业
委会来协调；公共收益、小区治
理 ，党支部 、业委会 、物业公司
共同协商解决。 针对麓谷小镇
小区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这
一问题， 业主代表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 ，与物业公司 、社区 、业
委会进行协商， 将原有的部分
机动车停车位改为电动车充电
棚， 较好解决了电动车充电难
题，也消除了小区的安全隐患。

华盛社区发挥党组织领导
作用， 积极开展区域化党建工
作， 进一步加强社区与企业互
联共建， 构建起区域化党建共
同体，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
补。 在园区设立讲习所等红色
教育阵地， 积极开展 “学 ‘四
史’、守初心、担使命”党员教育
专题学习，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

凝聚力、 号召力。 今年 8 月 27
日， 华盛社区党总支联合共建
单位在长沙中电软件园开展
“喜迎二十大 党建聚合力 ”主
题党日活动， 创新党员干部学
党史 、上党课形式 ，带来相声 、
弹词、小品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此外， 华盛社区发挥辖区
企业单位众多的优势， 积极开
展送岗位进社区专场招聘会 。
在今年 6 月举办的一次招聘现
场 ，益丰大药房 、三安半导体 、
多喜爱家居、长缆电工等 13 家
优质企业参加 ， 提供了 900 个
工作岗位。 9 月承办点亮万家灯
火企业专场招聘会， 进一步推
动辖区自我“造血”。

以 “党建聚合力 ”为统领 ，
积极完善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
体系，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构建
需求导向的议事机制、 共治共
享的社区组织培育机制、 居民
参与的协调机制、 民主决策的
监督机制。 麓谷小镇党支部荣
获长沙市示范化 “五化 ” 党支
部。 华盛社区作为湘江新区（高
新区）党建示范点，党建工作获
得市委组织部高度认可， 吸引
了长沙市党组织书记示范班 、
洋湖街道、咸嘉湖街道等 15 家
单位前来参观学习。

从治理到智理
智慧社区解锁新场景
华盛社区作为原长沙高新

区“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智慧社
区示范工程选定的智慧社区建
设试点社区， 搭建起了集社区
门禁、监控、广播、信息发布、健
康医疗、 环保等一体化的智慧
社区综合管理平台。

整合“人、地、事、物、组织、
房屋 ”等全要素 ，依托 2.5D 地
图图层实现社区资源空间化 、

数据可视化， 在地图上展示辖
区内人口 、房屋 、组织 、网格信
息 、设施设备 、环境卫生 、治安
状况、突发事件、报警信息及应
急预案等信息及数据联动 ；将
社区警务、 人民调解等资源力
量纳入网格， 优化网格化平台
事项流转流程， 实现事项转办
交办责任到人， 基本实现问题
在网格处理，矛盾在网格化解，
服务在网格落地， 打通社区基
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 “最
后一站”。

社区建设智慧文体站 ，以
定向声专利算法和技术为核
心， 采用大数据、“互联网+”的
运用方式，搭建集文化宣传、社
区服务、群众健身指导、科普宣
传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智
慧文体站。 同时，利用智慧广场
舞设备大屏及现有发布屏 ，发
布信息公告、天气预报、新闻等
多媒体信息， 助力社区实现线
上、线下文体事业创新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的
整体健康意识， 华盛社区在麓
谷小镇和奥园老年养护中心开
展健康医疗服务， 建设便民健
康小屋 ，实现血压脉搏 、血糖 、

血脂 4 项、 血氧等自助体检功
能。 老人通过可穿戴设备自动
采集血压、 体温等基础体征数
据， 设备自动上传至社区健康
管理平台分析评估， 为居民提
供科学的健康服务。

“自从装了智能门锁 ，再也
不用担心房屋会租给不法分
子 ， 也不用担心收不到房租
了。 ”为提高辖区安全指数，社
区与开放商、 物业公司、 业委
会、园区企业积极协调，配备了
智能门禁、智能门锁等设备，提
高辖区智能化水平， 加强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保障园区安全，
让居民住得安心。

从散户到商会
治理效应持续彰显
今年 6 月 16 日，华盛社区

召开商家联席会议， 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东方红街道城
市管理办、 华盛社区城市管理
办等协管单位、 华盛社区干部
及辖区商户负责人参加会议 ，
共同商讨商家协会设立的相关
事项。

“我们创建商会，一是配合
城管执法部门对辖区商贩乱摆

乱放等不文明现象进行整治 ，
改善街区环境 ， 打造干净 、整
洁、有序的文明街区；二是为了
更好服务管理辖区门店， 减少
商户之间的恶性竞争， 打造华
盛社区的特色商业街。 ”华盛社
区盛德志愿者协会会长 、 华盛
商会筹备组负责人郭斌介绍。

为最大程度激发辖区商户
共建优质营商环境， 推动商会
成立，社区设立了牵头对接组、
会员对接组、 会议材料组 3 个
筹备组。 考虑辖区内夫妻店较
多、 商户没有时间参加联席会
议等因素， 筹备组成员挨家挨
户做工作，采用上门、打电话等
方式介绍商家协会的基本情
况，引导商户加入商会。 截至目
前，登记入会的商户近 50 家。

社区商会的成立 ， 不仅在
社区与商家之间搭建起了一座
相互沟通联系的桥梁， 而且延
伸了服务范围， 整合了社会资
源，能够更好地服务商户。 “前
几天， 超市老板娘向我咨询如
何增加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 。
成立商家协会后， 这些咨询的
情况就能快速解决。 ”刘斌进一
步介绍 ， “前期筹备工作完成
后，会组建微信群，消防、城管、
市监、 税务负责人作为专业顾
问为成员提供服务。 商户有什
么问题，在群里一问，就会有专
业人员解答”。

商会成立后 ， 进一步统筹
园区企业、周边商户资源，建立
兼职就业群 ，在 “华盛之窗 ”小
程序发布就业信息，解决企业、
商户的用工急， 同时为社区居
民提供就业岗位， 缓解就业压
力。 目前，兼职就业群总人数达
800 人左右。

现在，商户办事更便捷 ，商
铺经营更有序，整体的经营、消
费环境更加优良、安全。 作为东
方红街道唯一一家商会 ， 华盛
商会将继续完善相关章程 、管
理制度和运作机制， 不断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 ，向 “四好 ”商会
目标努力。 同时，积极引导会员
不断探索创新， 为打造华盛社
区特色商业街助力， 共同建设
和谐、美好的文明街区。

国之兴衰系于制 ， 民之安
乐皆由治。 如今，华盛社区不断
完善 “三纵三横 ”治理体系 ，继
续推行 “一核四维 ”治理模式 ，
夯实基础， 从严从实强化精的
治理要求；激活源头，需求导向
提升美的治理标准；整合力量，
多元共治营造和的治理氛围 ；
健全体系， 四治融合实现善的
治理格局， 在提升社区基层治
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上继续发力，讲述更加生动、精
彩的华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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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群众事 共建幸福家
长沙湘江新区（高新区）华盛社区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华盛社区志愿者队伍。 受访单位供图

华盛社区开展文艺演出。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