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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傍晚，在南湖街道宁松社区康乐苑小区门口，不时有外
卖骑手停在一块路线牌前查看，很快就明确了目标楼栋方位，径直
驶向楼栋。

“我们送餐时如果到老小区，经常遇到门牌、楼栋号不清楚的情
况。有的骑手晚上自己带手电筒，一栋一栋地找，高峰期很容易超
时。”外卖骑手方柯说，“有这个地图就简单多了，出入口、楼栋方位
很清晰。我觉得很贴心。”

方柯说的这个地图，便是全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宁松社
区绘制的“骑手友好路线图”，图中标注有小区路线，楼栋、休息点、
卫生间分布一目了然。社区在5个小区的出入口，摆放了11块这样
的标牌，这一举措获得南湖街道辖区外卖骑手点赞。

今年2月，宁松社区与美团站点等联合开展“骑手友好社区”建设
行动，不仅通过绘制“骑手友好路线图”帮助骑手迅速定位送餐楼栋
和休息区域，还探索了“设施友好”“人际友好”等方面的行动，如设置
相应休息点，举办骑手关怀保障活动，号召骑手积极参与随手拍。

包括康乐苑小区在内，南湖街道已创新打造6个新就业群体友
好小区。

作为大型纯居民区街道，南湖街道辖区共有33个快递、外卖品
牌的29个网点，快递、外卖小哥近700名，其中又以外卖配送员为主，
如何发挥好“小哥”力量，做好引导服务工作，为城市发展凝心聚力，
是摆在南湖街道面前的一大难题。

“你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平时送外卖我们风里来雨里去，
希望有个能歇脚的地方。”南湖街道通过上门问需、企业座谈、实地
走访等方式，精准摸排需求，充分采纳新就业群体意见建议，建起全

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
2022年4月，南湖街道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建成投用，小哥有了

“累了能休息、饿时有暖餐、闲时能充电、小伤能急救”的专属空间。
两年多来，驿站坚持24小时开放，服务人次超过20万。

同时，南湖街道开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红房子”新就业群体
服务驿站、综合服务大厅、邻里文化广场等多处站点供小哥休息，构
建起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的“2+7+N”服务阵地格局。

在泛悦坊商圈，南湖街道探索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由12
家餐饮、医疗等爱心商企组建暖“新”联盟，为辖区新就业群体提供
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优惠折扣服务，并根据小哥需求开展相亲交
友、假期子女托管等特色服务。截至目前，南湖街道组织开展各类
新就业群体活动超过100场，超6000人次线下参与。

“先把服务做进去，再把作用带出来”。
通过打造“凝、零、邻”基层党建品牌，南湖街道不仅全方位为新

就业群体提供服务，还充分调动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和志愿
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就业群体成了南湖街道基层社会治理的又一股新力量。
“我们也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外卖

骑手王勇常以南湖“新”居民自居，遇到需要帮助的居民，他也会搭
手助力。王勇说，当初驿站建成后，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自
己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通过“云上小哥议事会”等平台，南湖街道积极开展学习教育，引导
新就业群体加强思想建设，目前共有23名小哥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

党员带头、组织引领，南湖街道招募100余名新就业群体组建

“小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小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综合应急救援
志愿队和小哥普法志愿服务队等4支队伍，利用配送上门契机和配
送间隙时间开展环境清洁、普法宣传、安全巡查等服务1500余次。

如今，小哥骑手们走街串巷、上楼入户，成为南湖街道“了不起
的居民”中的一分子。

三纵四横7条道路，占地
约2.67平方公里，在地图上只
是弹丸之地，武汉人却喜欢把
这里叫作“大南湖”。

曾经，这里是湖北省最大
的民用机场，也是国内航空干
线的重要枢纽之一。

20多年前，武汉第一批商
品房从这里拔地而起，逐渐成
为武昌区最大的纯居住区。
街道下辖的 7 个社区中，有 2
个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2
个市级和 1 个区级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

从飞机场变邻里场、从远
郊区变核心区、从芦苇滩变幸
福里。

如今，现代化生活居住圈
如冲击波般向外辐射，南湖10
万“了不起的居民”以党建为
引领，共同打造出一座“幸福
花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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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了不起的居民”共筑南湖幸福花园城。

“党旗插在邻里间，推开门就有志愿者”

12月9日，南湖街道华锦小区。
沥青路面整洁平坦，两旁空地上机动车辆停放有序。风雨亭里，

一群老人拉着二胡唱着歌，欢笑声不绝。
这是一个有着25年历史的老旧小区，曾经停车位紧张、活动空

间少，基础设施老化。
“2017年，刚开始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时，居民是不买账的。”南湖

街道华锦社区书记周林回忆，对于第一版改造方案，居民怎么都不满
意，改造无法进行。

回忆起当时的邻里关系和居民心态，周林打了个比方：“门一关，
百事不与我相干。”

推进社会治理，关键在党，重心在基层。
这一年，南湖街道将“大网格”细分成“小邻里”：五家为邻、五邻

为里、四里为格、五格为网。“网”里有了党支部、“格”里有了党小组、
“里”里有了党员中心户、“邻”里有了党员居民骨干。

党组织“一贯到底”，完善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南湖街道真正
将党旗插在了邻里间。街坊们开始走出家门，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参

与社区治理。
满头银发的杨晓青今年80岁，她是南湖机场改建成居民小区

后，首批迁入南湖街道的居民。这位退休多年仍在“发挥余热”的老
党员，带出了一支在武汉响当当的“南湖大妈”志愿服务队。

“南湖大妈”起初只有7人，杨晓青制定了窗口轮岗、定期例会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每天都安排队员在小区值班、巡查。别看他们年纪
大，邻里矛盾、环境整治、安全排查……社区里里外外的事，“南湖大
妈”都愿意管一管。

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受到“南湖大妈”的带动和感染，不仅自觉
维护社区安全，还主动要求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南湖大妈”从刚
创建时的7人，壮大到现在的241人，他们将社区走秀队、合唱班、民
族舞蹈队等10余支文体队伍发展到志愿队伍中，共同参与社区治
理。

一支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成员的志愿者队伍开始在南湖街道组
建：“南湖大妈”“银发先锋”“五心志愿者”“老格子”“巧姐姐”……

通过党员带动居民群众干，南湖街道打通了社区治理的“毛细血

管”，形成“推开门就有志愿者，打开门我就是志愿者”的文明风尚。
今年5月，南湖街道都市桃源小区居民金水达、肖继华等一批党

员，为了帮助居民解决灯泡不亮、家电故障等小烦恼，号召懂维修和
机械电工知识的退休人员，成立了“退休职工暖邻维修互助队”工会
小组。他们不仅义务帮助居民维修电器，还带头将自家里闲置工具
拿到“暖邻共享工具空间”，不少下沉党员得知后也纷纷捐赠工具，空
间里的工具越来越齐全，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如今互助队已有成员
21名，其中党员17名，他们“每月有规划、每周有计划、每天有活干”。

以都市桃源社区为起点，南湖街道探索出一套邻里党支部“五步
走”工作法，发动下沉党员从自己小家开始，通过“迈出第一步”“迈出
一百步”“迈出五百步”“迈出一公里”“做好五件事”，深度参与社区治
理，让党员带着群众干，党员群众一起干，推动党的力量全覆盖、多方
联动全覆盖、组队帮扶全覆盖。

如今，街道下辖的7个社区中，有2个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2
个市级和1个区级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拥有10万居民的南湖街道，每5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

“旁观的你”变“行动的我”

2002年，南湖刚刚建成武汉市首批商品房时，“一户一重天，猫
眼看世界，相见不相识，邻里不往来”成为一种现象。

这一年，为了破局，南湖街道策划举办了首届“邻里文化节”，通
过居民们热爱的活动，引导居民们走出家门。

如今，“邻里文化节”已经举办了22届，南湖街道的居民们不
仅走出了家门，更是让自己的身影和智慧，活跃在南湖街道每个角
落。

“哟，今天菜式上新了。”9日中午，南湖街道华锦社区幸福食堂
里热闹起来，居民祁德珍和老伴像往常一样来吃饭，和几个邻居熟
络地打着招呼。

点菜、拿餐、落座，边吃饭边聊天，大家操作熟练，像在家里一样
自在。

“食堂从意见征集、实地考察，到收集建议、投票选择，一点一滴
都是居民共同缔造的成果。”祁德珍说，不止新建幸福食堂，小区新
建电动车棚，增设电动车充电桩，改造理发亭、共享书屋等共享设施
及场所，小区里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居民共同敲定的，每一次改造都
凝聚了居民的智慧。

在华锦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中，南湖街道创新“三微三治”工作
法，催生出一批居民自发组成了“社区规划师”“社区监理师”“社区
调解师”，主动参与到改造中。该工作法还获得了全国市域社区治

理创新优秀案例。
如今，这些“规划师”“监理师”“调解师”也出现在了社区、楼宇、

商圈里，主动地共建共治，让利让地、筹资筹力，投工投劳。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在南湖街道，一场场居民议事会让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

成一把把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金钥匙”，让一个个小区从“无人管”
变成“众人管”。每一个“旁观的你”都在变成“行动的我”，居民逐渐
养成共同缔造幸福家园的意识。

都市桃源社区博雅苑小区的居民为解决外墙修补资金的问
题，探索出了“维修基金出一点、业主共同筹一点、爱心人士捐
一点、政府奖励出一点”的维修资金来源思路；宝安社区的“大
烟囱”荒废多年，在居民的规划和票选下，不仅作为社区文化被
保留下来，所在区域还被改造成初心小院；宁松社区墙体和瓦
片年久失修，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热心居民跟着工人一起爬
上屋顶挑出需要更换的松动瓦片，再将省下的钱用来修墙，一
举两得……

如今，在南湖街道，每周都有新变化：车辆进去出不来的断头路
成了微循环道路，废弃的杂物堆被改造成了共享花园，年久失修的
外立面焕然一新……居民们自豪地说：“南湖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南
湖居民共同缔造的成果。”

“新”居民成为了不起的十万分之一

华锦社区居民在幸福食堂用餐。

南湖街道建“骑手友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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