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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投洽会特刊

蓝天、碧海、绿道、海湾，清风徐来，涛
声悠扬。半城湖海半城绿，绿在城中、城
在绿中，打开窗户就是风景，推开家门就
是公园，都说厦门美，没想到海沧这样美！

海沧，从一个小渔村到星星小镇，再
到今天“类似岛内、胜似岛内”的新区，20
年三级跳，改变的不只是迷人的外貌，更
有创新先行的智慧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文
化内涵。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战略让海沧站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海沧立足于新城区
的定位，高起点、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
共同缔造、受老百姓欢迎的新型城镇化城
区——美丽厦门健康生态新海沧”。

漫步在新阳街道兴旺社区，道路两边
的小叶榕随风送来清香，摊开成片的绿
茵，三五成群的老人围坐石桌边泡茶，年
轻的妈妈缓缓地推着婴儿车前行。圆梦
廊、知心亭、张贴着水墨画配上古诗词的
宣传栏，无不洋溢着生活的幸福。

这要从“四民家园”说起。今年上半
年，兴旺社区成立了“民声倾听室、民情调
查队、民智议事厅、民心服务站”，居民组
成的“社区同驻共建理事会”和企业组织
的“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通过“民智议
事厅”讨论收集到的民声、民情，找出解决
的方法。社区形成一种自行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自治体系。

社区大面积的绿地，由于物业管理工
作能力有限，花草不能得到及时爱护。居
民李丽真提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
案——绿地认养，由居民认养一片绿地并
承担维护工作。记者看到，一棵花开正茂
的鸡蛋花树下竖着牌子写着认养主人是
谢煌。定时浇水、修剪、施肥、保养小树成
了谢煌一项甜蜜的“业余事业”，还发挥了
他懂种植的特长。

“在兴旺广场内增设羽毛球场，增放
乒 乓 球 桌 。”“ 在 金 茗 花 园 增 加 健 身 器
材”⋯⋯“四民家园”刚成立的一个多月
内，已经在民治议事厅解决了 12 件议题，
民心服务站提供服务达 400多人次。

这里还活跃着一群快乐的老人，他们
每天自发组织起来清理乱张贴的小广告、
指导车辆规范停放、督导沿街店面做好卫
生工作等。社区居委会主任许敏芳说，我
们这里本地人和打工者是一比十，过去清
洁工再努力也难做，现在一天 24 小时都
是干干净净，房子租金涨了，居民个个心
里喜滋滋的。

经验推广到全区之后，“四民家园”被
称为社区自治的“孵化器”。

海虹社区也有一个“同心合议厅”，业
委会成员、物业及居民代表等共同参与、
协商，促进社区大小事务的妥善解决，最
终达成“人圆、事圆、家圆”海虹梦。

“同心合议厅”中所议之事，则来自于
社区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志》，“公共自
行车系统建设首期可否考虑在绿苑小区
设站”⋯⋯这些由网格员走访入户时记录
的，都是居民最关切的问题。

在海沧的山边村，缔造美丽家园成为
村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村乡贤理事会牵头建了一个“微梦圆
小屋”。微梦圆小屋，由家庭困难的村民
提出“微梦”申请，村乡贤理事会、村民议
事会和道德评议会对收集的“微梦”进行
审核。对于合情合理的小愿望，由热心人
士、爱心企业进行“一对一”帮扶圆梦。“微
梦圆小屋”成立的第一个星期内，就有 20
名村民提出“微梦”申请。

单亲母亲张素香是村里的环卫保洁
工，向入户的网格员表示想要一个电炖
锅，可以给正在上学的女儿熬点汤补充营
养。乡贤理事会成员周亚针很快就帮她
实现了这个愿望。

山边村村委会主任李明幽默地说，
“我们过去这里是厦门的‘西伯利亚’，现
在是群众推动建设‘最美乡村’。国家发
展，群众发家，山边村发达了，镇上的人把
小孩送到山边幼儿园，区里的小伙子还想
倒插门呢!”

海沧的美，源于社会共享，实在全民
共建。当居民积极参与共建美丽海沧的
同时，海沧决策者以“海纳百川”的胸襟

“听政于民”。
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海沧就向社会

各界“借智、借脑”。从“要不要建”到“怎
么建”，每个环节都征询群众的意见。

美丽海沧百姓共享，如何建设百姓共
谋。景观规划、环卫站点等市政建设事项
都大量吸取群众智慧。绿道项目立项不
久，不少市民自拍照片传到论坛，大量网
友就规划方案、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等建
言献策，使绿道项目不断得到优化。经油
画师丹青妙手，海沧变电箱被评为“中国
最美的变电箱”。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
说，听民声、知民情、聚民智、暖民心，以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为重要载体，实践
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创
造力，提高民主决策的水平，实现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成果共享、效果
共评，才能把为民惠民的实事办好办实。

海虹社区 2011 年底在福建省率先开
展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 10 多名网格
员每人负责约 400户家庭，上门入户了解
社情，通过手机终端更新居民信息，及时
为 13000 多名居民提供服务。今年 68 岁
的张兰荃，孩子不在身边，她告诉记者，

“打一个电话，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服务，
真的很贴心。”

秉承特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海沧先行探索出“网格化”的管理模
式，全区分成 299 个网格，区、镇街设
立“网格 110”指挥中心联网运行，实
现“服务群众到网格，责任落实到网
格”。计生、社保等民生服务进入一个系
统，让群众真切享受到“小事不出网
格，大事不出社区”的便利。

在海沧，网格员是群众大事小事的
全能“管家”兼“保姆”。移动改变了生活，
信息化提升了政府服务品质，网格化使基
层干部接地气、有底气、长本领、树形象。

兴旺社区网格员下班时发现了路边
井盖破损，马上用“掌上网格”手机软件拍
下并上传。街道“网格 110”指挥中心接
到后立即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问题很
快得到解决。山边村网格员入户时发现，
炎炎夏日，一些困难的家庭没有电风扇，
网格员便联合村乡贤理事会发动爱心人
士给这些家庭送去了“凉爽”。

9 月 1 日，福建省县（市、区）面积最
大，功能最全的海沧区行政服务中心为群
众和企业办理各种事务，实现“一条龙”全
程便捷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五个中心合
一，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协商中心、求助中
心、调解中心、应急中心，搭建起全方位、

立体式的“政务综合体”。
宽敞的大厅，先进的功能，优良的服

务，中心大厅不仅新增了自助办税服务
机、母婴室，还有“便民服务区”，便民服务
箱里针线、风油精、创可贴等应急用品一
应俱全。正在办理公证事务的小陆说，

“高大明亮，指引明显，办事方便，连便民
小细节都周到暖心，这样的行政服务中
心，我们喜欢！”

为了方便居民办事，海沧创造性地
提供便利的“三条龙”服务，一层楼 40
个窗口办理社会事务，二层 10 个单位办
理经济事务，三层 9 个单位办理建设事
务和公共资源配置服务。居民想办什么
事，只要到行政服务中心即可“一站
式”解决。

厦门市委常委、海沧区委书记郑云
峰说，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近三年，海沧区用于教
育、医疗、就业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民生项目占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群
众得实惠、政府得支持、党员有形象。
我们在办理民生项目时，变过去的政府

“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让“群众
点菜、政府配餐”，广聚民智、广借民
力，变单向指导为共同缔造。不但知道
群众想什么，而且帮助群众实现梦想，
在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共评中密
切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经
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新城
建设与百姓愿望同频共振，海沧不但成
为海西悄然崛起的靓丽新城，更成为温
暖百姓的美好家园“心城”。

文明海沧 齐心共建齐心共建
——厦门市海沧区社会管理创新纪实厦门市海沧区社会管理创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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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落日的余晖映照海沧，湖水偎依着
漫天的霞光，白鹭上下翻飞、徜徉戏水。
晚风悄悄潜入时，老朱夫妇骑着自行车又
上路了。

这是厦门的第一条自行车绿道，每天
傍晚骑着自行车从海沧湖绕一圈看看白
鹭，走一遍海沧大道看看落日，成为老朱
生活的一部分。有时老伴要去天虹商场
买菜，他说，我带你骑自行车去买。

老伴给泉州的女儿打电话时说，骑自
行车购物太方便了！这条绿道，将湖海连
起来，将商场购物连起来，让小区连起来，
你们年轻人不是常聊低碳出行，可以请你
朋友到海沧骑自行车观光呀。

年轻人喜欢观察，小朱发现这自行车
系统功能还挺多的，公交换乘、上班、上
学、购物、就医、运动、休闲、旅游观光、探
亲访友、出门办事等“十大出行需求”都可
以满足。

自行车道装点的不只是城市便捷之
美，更带来一种幸福舒适的绿色低碳生
活。她把这亲历写成微信，传给朋友：来
海沧骑车，发现风景，体会人生。两旁的
花草灌木隔绝了城市的喧嚣，也让我们安
静一下浮躁的心绪。骑累了，找一家饮品
店，点一杯咖啡，细赏美景、回味时光。

在厦门大学的美籍教授潘维廉看来，
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爱一个地方需要 7

个理由：规划、交通、细节、韵味等，海沧的
韵味不但在海湾海风，而且在温馨的慢生
活。

好日子是需要用时间来品味的，美
好是需要用心来体味的。走在最美的海
沧湾大道上，父母带着可爱的孩子走过
木栈道，情侣坐在石桌旁聊着一天的趣
事，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搀着老伴儿慢慢
走过⋯⋯

海沧湾的绿道得到市民的好评，社会
的赞赏，让为政者心喜，人民群众快乐就
是党委政府最大的快乐。

海沧的绿道“取材”原生态：依托天竺
山、过芸溪的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山水田

园风光绿廊”。依托海沧湖绿道、大屏山
绿道、蔡尖尾山，打造集山体旅游、城市休
闲、康体健身于一体，具有山、海、湖、屿、
湾风光的“人居环境走廊”。

走在海沧的绿色走廊里，湖泊、溪谷、
山脊、景区不时进入眼帘，或骑行或漫步
自由畅行。山、海、湖、岛连成的绿道，累
了就在纯木打造的休憩处小歇。健身、游
览、休闲融合一体的绿道，让居民畅想“森
呼吸”。

海沧慢生活正成为一种时尚。低碳
出行，环保宜居。绿色发展，人生提升。
不禁吟诗一首：一城自然色，满眼红绿
情。绿道徐徐行，海沧最温馨。

在海沧采访，深深感到一种激情在澎湃，一种力量在升腾。

是什么使海沧的干部总是有那么一种劲，虽然苦但积极向

上！是什么使海沧的群众总是有那么一种力量，虽然忙但是那

么快乐！

三年突变气象新。群众说，看到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那么

美，我们要珍惜；看到干部那么辛苦，我们要支持；看到未来那么

好，我们要努力。

展望未来真开心。干部说，我们很辛苦，但是很快乐，因为

看到了人民那么快乐，我们党有威信，政府有形象。群众敢于、

乐于、善于参加美好海沧的建设，这不正是我们共筑海沧梦最需

要的吗？

海沧做群众工作方法有道：凝神、安心、集智、借脑、运作。

凝神。海沧提出比全国提前一年实现中国梦的愿景，建设

中国梦厦门样板新城区和美丽厦门的典范新城区。厦门是经济

特区，海沧是特区中的“特区”台商投资区，这一目标，满足了群

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盼望国强家好人圆的愿望。一提出来，就

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安心。梦需要志存高远地做，更需要脚踏实地干。海沧不

仅提出长远愿景，而且提出具体目标、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实践

方案。从大到小，从远到近，越来越实，越来越好，因为贴近生

活、贴近现实、贴近需要，人民群众觉得这个梦是自己的，地气接

得越好，梦想离现实越近。

集智。海沧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从社区和乡村开始，请

群众对美丽海沧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完善共同的方案。然后

一点一滴开始做起、从身边家园开始改起，大家在边学边议、

边改边建中提升了社会认同感。全区上上下下形成共识：以美

好环境为基础，以惠民利民为切入，以同驻共治为核心，以

“网格化·微自治”为支撑，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

交互”的社会管理新体系，打造“社会共同缔造、老百姓欢迎

的新型城镇化城区”。

借脑。海沧区创造性提出，不但要集本区之智，而且要集外

地之智。海沧人要走出去，把外地经验请进来。选派 30 余名来

自社区、乡村、街道、工业区的年轻干部，组成 9 个考察团前往广

州、深圳、云浮、南京等地学习社会管理、“三网融合”、城市建设

等“共同缔造”理念。一位村长说，看人家思自己，不能止步；看

今天想明天，天外有天。我们只有做得更好一些，才能成为真正

的美丽乡村。多方邀请行业精英组建专家、民主党派、社会、媒

体、网络、青年干部和台商等爱海沧“七个顾问团”参与策划指

导，让更多人知海沧、爱海沧、帮海沧。

运作。海沧选择试点实验、挖掘典型、示范引导、全局实

践，循序渐进、积累经验，把建设美好海沧、实现中国梦作为

推动工作的抓手，把共同缔造作为实践群众路线的载体。在为

群众服务中，增进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情感，提升为群众服务的

本领。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支持群众自我管理中体会群众

力量，认识群众自治、基层自治是社会管理、人民民主政治的

基础性工程。

海沧群众路线教育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而美好海沧建设

理念升华更给人启迪。区领导说，一是变过去政府“为民做

主”，到现在创造条件“让民做主”。在开展群众路线先行活动

中我们“要问为什么办了很多实事，但群众还不是太满意？”

过去我们什么都替群众想好、替群众做主，出发点是好的，但

有时也出现与群众需求不够一致的情况，做的不是群众想要

的，群众自然也就不满意。二是变“政府配餐”为“群众点

菜”。主动了解群众“想要什么”，发动群众参与规划、决策，

实现“群众点菜、政府实践”。三是变“花钱找骂”为“共同

缔造”。政府有时候也管了一些政府职能以外的事情，有的管

得也不是太好，老百姓不太满意。现在我们开展共同缔造，广

聚“民智”，广借“民力”，特别是在社区、在农村，我们依靠

群众，发展自治组织，把那些政府不该管或者那些政府管不好

的事情，让给社会组织，形成共同缔造的氛围。许多村居都成

立了“乡贤理事会”、“社企、村企共建”、“社区议事厅”等自

治组织。以互助互爱为港湾满足“微心愿”，以美好环境为基

础开展“微行动”，以同驻共治为核心施展“微自治”，以惠民

利民为切入拓展“微组织”，以“信息网格化”为纽带开启

“微生活”，居民们从房前屋后参与到家园社区的建设，进而参

与到城市、社会的建设中，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美丽海沧是每个海沧人的梦。帮助

群众实现梦想，引导群众敢于追梦、乐于寻梦、实现美梦，

让 人 民 共 谋 、 共 建 、 共 管 、

共评、共享，重在运作，乐

在创新，新在实效，实在为

民 ， 一 个 健 康 生 态 新 海 沧 、

宜居宜业新城区正在向我们

走来。

共圆海沧梦
殷陆君

在美丽的海湾享受慢生活
本报记者 殷陆君 通讯员 王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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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陆君 通讯员 王雪燕

▼厦门海沧区兴旺社区居民在广场上跳广场舞。 林广明摄▼厦门海沧区兴旺社区居民在广场上跳广场舞。 林广明摄

▲厦门海沧区建成 20 多公里自行车绿道，连接工厂、社区、公交站点，成为方

便市民生活和健身休闲的重要场所。 本报记者 殷陆君摄
▲厦门海沧区建成 20 多公里自行车绿道，连接工厂、社区、公交站点，成为方

便市民生活和健身休闲的重要场所。 本报记者 殷陆君摄

厦 门 市 作 为 海 峡 东

岸的风景旅游城市，有着

良好的生态和优美的海

岛风光，图为从海上看厦

门一角。

本报记者 殷陆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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