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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情深·网格网格就在我身边

社校共建“引”专业
双向培养“输”人才

“在亚太社区，我是一朵很
幸运的花。我遇到的人都怀着
一颗为民之心，从大学生志愿
者到微网格长，在这儿过的每
一天都很充实。”在亚太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忙碌着的赵康，今
年 25岁，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
生。这是他在亚太社区工作的
第二年。

学习环境艺术专业的赵
康，大二时需要和同学一起完
成社会实践课程，在市场调研
期间，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和生活水平提高，市民对社
区服务需求极大，能否利用所
学的技能将社区服务、创新创
业等相结合？赵康和他的同学
陷入沉思。

“社区工作人员不多，提供
的服务有限。怎么能在现在的
基础上增添新动能，将社区网
格治理再上新台阶？”亚太社区
党支部书记范晓静也在思考。

机缘巧合，两个不同群体
的人相遇了。沟通、学习、洽
谈、探索……“社区搭台、高校
参与、社团支撑、党群共治”，一
个有温度、有想法、有方向的工
作思路逐渐成型。

2023年6月，良酷公设社区
服务平台正式入驻亚太社区。

“家里窗帘坏了，我年纪大了弄
不成，来个人帮忙下吧。”“空调
坏了，你们能修吗？”“宣传海报
你们能给设计一下吗？”……一
群有活力、有技能的大学生在
亚太社区开始“接单”了。

“原本想着试试水而已，
先搭建了公益理发室和志愿
服务站，向居民提供剪发、维
修、设计等 10 类公益服务，没
想到效果很好。”范晓静告诉
记者，这一举措赢得了不少居
民赞许。

同时，该项目也得到了河
南机电职业学院的支持。学校
将 82个专业中涉及社区治理、
社区服务的33个专业纳入社区
服务实践，常态化分批输送大
学生 50人，以双培训、双选拔、
双捆绑“三双”模式，即以“专业
提升+社区服务”“双培训”、“学
校推荐+社区选育”“双选拔”、

“服务社区+创业扶持”“双捆
绑”，压茬落实人才输入。

自去年以来，该项目已孵
化创业企业8家，提供就业岗位
100余个，预计明年再增加 200
个就业岗位。

在亚太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志愿服务中心、工会
驿站、乐业小站及良酷公设
社区食堂等地采访时，记者
看到居民络绎不绝。住在
附近的赵阿姨告诉记者，这
里是她的第二个“家”。基
层工作做得怎么样？在这
里一切都有了答案。

作为全省唯一的“五星
级开发区”，郑州经开区不

仅在经济发展上下足功夫，
服务群众的软实力也跟得
上。多年来，郑州经开区把
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
工作作为“一号工程”“一把
手工程”，全力打牢基层社
会治理“底座”，合力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有温度、有力度、有厚
度，郑州经开区正在用全力
答好可感可及“民生答卷”。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刘凌
智 通讯员 吕浩然）8月
12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
带领“豫见未来之声”国
新实践团一行 7人来到
航空港区进行实践调
研。实践团将通过座谈
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
围绕航空港区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创意时尚、
人才引进等主题开展实
践调研，感受航空港区
高质量发展强劲势头。

围绕教育合作、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
面，航空港区组织人事
部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签订《共建学生社
会实践（就业见习）基地
合作协议》。王维佳表
示，期待通过本次签约，
搭建长效合作机制，为北
京大学服务地方创设更
多有效载体，为北大学子
的成长成才、就业创业搭
建更为广阔的实践平台，
使北大学子在实践中锻
炼、在实践中学习、在实

践中成长，不断提高创
新创业能力。

共寻发展深足迹，
共话振兴新蓝图。在接
下来的4天里，北京大学

“豫见未来之声”国新实
践团一行将深入调研中
原医学科学城、比亚迪、
富士康和菜鸟物流等重
点园区企业，了解航空
港区生物医药、新能源
汽车、高端制造、现代物
流等重点产业发展概
况，感受航空港区高质
量发展时代脉搏。

近年来，航空港区
不断在人才引领、政策
创新、品牌活动、特色服
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深
入实施“中原特区人才
计划”，打造“空中丝路
引才行动”活动品牌。
航空港区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着力为青年大
学生提供“来、居、业、
乐、留”全方位、全周期
服务，助力青年大学生
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
间、事业更出彩。

豫见航空港
共创新未来
北京大学国新实践团走进航空港区

经开区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

社校共建双向奔赴
为社区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经开区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与中原福塔毗邻。这个社区的“社区服务现场课堂”很不一般，居民时
常光顾“点单”。帮商户设计宣传海报、为老人免费理发、上门维修家电……在亚太社区，一群还未毕业的
大学生身披“七彩红衣”，用所学技能为居民解决烦心事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们为“七色花”。

依托高校将“大学办在社区”的理念，充分运用“高校资源+社区资源”双融合优势，探索将社区工作与
基层治理工作深度融合，以新载体更新迭代社区治理微动力，切实提升微网实格治理效能，这是亚太社区
携手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探索、搭建“党群社校企”五方联动结出的硕果。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花……”炎炎夏日，在社区
活动中心，亚太社区合唱团
成员正在排练，隔壁舞蹈团
也在抓紧练习。亚太社区

“七色花”文化艺术团团长
刘素娥正与各队负责人沟
通下一步计划。今年 66岁
的她退休后发挥余热，将专
长和兴趣带入社区里，在社
区党支部引导下，先后成立
了合唱、舞蹈、朗诵、陶笛、
葫芦丝等文艺队伍，丰富社
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从初建时只有十几人
的合唱团，如今已经发展为
有百余位居民参与的“大
队伍”。“这儿不仅能唱歌，
有啥需要帮助的或者糟心
事 儿 也 能 得 到 帮 助 和 解
决。把矛盾化解在前端，
我们社区也越来越和谐。”
刘素娥说。

“刘素娥不仅是艺术团
团长，也是亚太社区微网格

长。我们发挥社区‘五老’
人员优势，将社区服务实践
中群众口碑好、满意率高的
大学生党员骨干吸纳入微
网格长队伍，‘老’带‘新’，
让校园新生力量助力社区
治理。”范晓静说。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
活动、日日有服务”，在89个
微网格群+良酷服务专群的
基础上，亚太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设立 24小时线上服务
专线，解决上班族“上班没
空办事、下班无处咨询”的
现实难题。

范晓静说，自党建引领
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开展
以来，亚太社区以“七色花”
党建+模式为引领，把网格
化管理和基层社区治理化
整为零，变成一个个“微”具
体、“微”措施，形成了一系
列“微”制度、“微”联盟，不
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记者 董茜 文/图

以老带新添活力 基层治理提效能

本报讯（记者 王翠
鲁慧）昨日，金水区委社
会工作部举办2024年街
道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
中心评估会。

据了解，金水区在
2022 年已实现 17 个街
道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
中 心 全 覆 盖 ，构 建 了

“1+17+N”社区社会组
织服务纵向体系。此次
针对孵化中心的评估工
作，不仅是对以往工作
总结回顾、查漏补缺的
过程，更是交流学习、共
绘未来的重要举措。

各街道社区社会组
织孵化中心就工作情
况、亮点组织和项目，以
及未来规划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汇报，充分
展示了金水区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工作的全貌。

杜 岭 街 道 在 社 区
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
注重多元化和品牌化
的发展路径，努力打造

“一社一品”新格局，培
育出多个具有社区特色

的服务项目；凤凰台街
道聚焦需求导向，注重
资源整合和项目运作，
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对
接和共享。

随后，两位评审专
家对各孵化中心的工作
进行了深入点评，既肯
定了各中心在推动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所做
的努力，也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
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金水区委社会工作
部倡导各孵化中心应积
极探索资源整合的新模
式，激发创新活力，利用
社区基金引导社会参
与，多元化筹资并高效
利用资金，以促进组织
持续发展与社会效益最
大化。未来，金水区将
继续坚持以居民服务需
求为导向，以社区社会
组织孵化中心为平台，
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加
大扶持力度，完善培育
体系，推动社区治理创
新，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金水区街道级社区社会
组织孵化中心交答卷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

大学生志愿者帮家长带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