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龙岗区的“社区民生大盆菜”项
目，由群众“自下而上”提出需要，区、街道、
社区三级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办理，精
准地解决了基层群众普遍关注的小事、急
事、难事，避免了以往办理项目与群众诉求
对接有差距，“政府配菜又买单”而群众还

“不买账”的问题，当地老百姓称赞“大盆菜
中看又中用”。

大盆菜“爽口又实在”

位于龙岗区横岗怡锦社区的康乐花园
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有 400 余户居民，属
于老旧小区。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铺设
管道天然气，居民都使用瓶装煤气，用起来
不方便，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小区居民
热切盼望实施燃气改造。”康乐花园业委会
执行秘书刘松荣说。

了解到政府推出了“民生大盆菜”项目
后，康乐花园 387 位居民通过社区家园网、
业主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向上反映改造
燃气管道的需求，“点菜”申请项目支持。

“点菜”之后要“定菜”，经多次调查和社区
居民议事会票选，并举行专家评审会，按照

“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决定由政府出资
50 万元用于公共管道建设，其余部分由居
民自筹。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项目经街道
审定后报龙岗区“大盆菜”专责小组备案，
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经费下拨。接下
来是“做菜”环节，财政资金下拨后，居民
10 日内自筹资金近 300 万元，用于自家管
道与公共管道的连接，并由横岗街道办牵
头协调消防、住建、燃气等部门介入，鼓励
社区居民全程参与、监督，推动项目开展。

这个项目从居民提需求到最后完工只
花了 75 天，2016 年 4 月，400 多户居民用
上了盼望已久的管道天然气。“社区‘民生
大盆菜’做了真正惠民的大实事。”居民何
玉环家有 5 口人，做饭、烧水、洗澡用气多，
以前用瓶装煤气，更换频繁很麻烦。用上
天然气，她高兴极了。

“康乐花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带
来了很好的连锁效应，周边的老旧小区城
中村，还有乐清小区、职工新村和梧桐花园
3 个小区居民也开始筹备燃气管道的改造
工程，大大推进了城市化进程。”龙岗区横
岗怡锦社区工作站站长王琳说。

像康乐花园天然气管道改造这样，由
老百姓“点菜做菜”，由政府买单的爽口又
实在的“大盆菜”项目还有很多。比如，坂
田街道南坑社区推出的“小候鸟”夏令营项
目充满人性关怀，去年就为 90 多名留守异
地、长期与父母分居的“小候鸟”免费开展
夏令营活动，包括书法兴趣班、亲子学堂、
安全教育等，并链接社区企业资源，开展小
创客社会体验，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开发思
维。统计显示，龙岗区从 2015 年创新推出
社区“民生大盆菜”项目以来，已累计实施
了 4 批共 3209 个项目，其中工程类项目
1403 个、服务类项目 1094 个、货物类项目

712 个，总计投入经费 4.17 亿元，取得了明
显的社会效益，受到社区居民广泛好评。

从“政府配菜”到“群众点菜”

龙岗区作为深圳市制造业聚集区，由
于面积大、外来人口多等原因，城中村治理
难、区域发展不平衡、社区基建、民生服务
等方面存在缺口的问题一直存在。“作为基
层政府，关键是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
向，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诉求。”
龙岗区委书记冯现学告诉记者。

2015 年，“民生大盆菜”在龙岗应运而
生。这个项目的名称创意取自客家地区百
姓逢年过节期间集聚相庆、分享美好生活
的做法。以这一理念为指导，龙岗区给予
每个社区 200 万元经费，由社区民众自行
决定“大盆菜”怎么点、怎么做、怎么吃。

全程参与“大盆菜”项目实施的龙岗区
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科长钟长春
告诉记者，2015 年的四批 3209 个项目，无
论是社区文体设施完善、公共设施维护、小
区巷道修缮、绿化种植等，全部由居民根据
自身需求上报确定，通过区、街道、社区三
级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办理，实现
社区居民“我的实事我做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职
能部门和基层群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相互结合，在完善民生项目征集办理上
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比如项目从社区
范围内广泛征集，由居民议事会讨论票决，
由街道办召集专家论证团队评审，后期的
实施和管理主体则确定为街道办。同时，
在“大盆菜”项目上，鼓励街道在遵守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创新工作方法，鼓励有条件
的社区自行组织实施项目，在制度层面保
证社区居民的话语权，实现社区居民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2015 年初在龙城街道愉园社区举行的首
场“点菜定菜”活动，就吸引了包括居民、物
业管理处、社区和谐促进会、龙城街道相关
部门等数百人参加，在 17 个社区“民生大
盆菜”项目全部提出后，通过现场点评后社
区居民议事会 27名成员现场票决，最终 16
个项目获得通过。

冯现学表示，“大盆菜”改革不仅得到
了群众的普遍认可，也推动民生工程从“政
府配菜”过渡到“百姓点菜”，使公共服务的
供给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推动了政府职
能和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协商于
民、协商为民的要求，改善了政府供给的有
效性，在构建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民主自

治、精准施策的基层治理体系方面展示出
创新的、有价值的实践。

精心设计管好“大盆菜”

“经费管理是不是科学、能不能避免建
设中产生利益寻租空间、滋生贪腐行为直
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为了管好“大盆菜”
资金和项目，龙岗区实行了以社区居委会
主导，街道办作为项目实施的指导主体，对
项目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形成标准化的“一
单、一方、一厨、一评”操作规程。其中，“一
单”指项目类型、名称，服务对象及需求实
现清单化；“一方”指项目实施按程序制订
详细方案，并按步骤落实；“一厨”是项目实
施过程中明确街道办的责任主体地位，分
解责任到人；“一评”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做
好过程监督，结束后做好整体评估，完善全
程立体式监督体系。

项目遴选和实施上充分民主，项目管
理和监督上严谨周密，“民生大盆菜”不仅
在政府职能、基层治理转变上大胆创新，还
在具体工作开展中求新求变。比如，在“专
项核算”“于法有据”统筹安排的基础上，所

有项目都实现了高效、从简，街道 5 个工作
日必须完成审核并报区“大盆菜”专责小组
备案，区财政局 15 个工作日必须完成经费
下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项目快速征集、
快速决定、快速实施。

工作模式创新也使得社会资源得以充
分调动，政府一小笔资金凝聚和撬动的是
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比如，横岗街道
的“阳光妈妈客家茶果传承”项目，仅用几
万元经费便帮助 26 位从事居家养老服务
的妇女实现再就业；爱联等社区推广的“小
候鸟行动计划”，仅用 5 万元项目经费，为
上万名寒暑假来龙岗探亲的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组织了几百场活动；横岗街道的红棉
社区基金计划项目申请“民生大盆菜”资金
15 万元，并撬动汇丰银行注资 15 万元，用
30 万元共同打造“红棉社区基金池”，在社
区开展社区建设工作⋯⋯

2015 年底，根据第三方机构对社区
“民生大盆菜”项目实施状况评估结果显
示：78%的受访居民表示，项目的实施有效
改善了社区的生活环境；79.1%的受访居
民表示，项目的实施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

“ 民 生 大 盆 菜 ”中 看 又 中 用
——来自深圳市龙岗区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改善

和提升居民幸福感。深圳市龙岗区以社区

“民生大盆菜”改革项目为抓手，精准解决

民生急事难事，激发了居民自治热情，凝聚

了基层力量，提高了基层治理水平。

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基层治理

的一个有效渠道是遇事多商议，做事多商

量。在工作中问需问计于民，商量出办法，

求共识、增感情、促和谐。在对话互动中提

升居民“快乐幸福感”和“共建共享感”，既

是自治、共治、法治共生的基层治理创新，

也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尝试。在这种格

局下，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

委会在主导项目推进中被激发了工作热

情，也充分利用自己长期扎根社区，了解群

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的优势，广泛发动

群众反映诉求，枢纽、议事、监督、服务等职

能得以充分发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核

心凝聚力，激活了基层自治细胞。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大盆

菜”在项目选择上专注基层需求，坚持民生

为本，以政府小量资金撬动和整合社会资

源，激发社会活力，集中力量为群众谋福

祉，解决好大家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3000 多个民生工程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身边的变化看

得见、摸得着，使发展成果真真切切地惠及

基层群众，成为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实现

共享发展的新载体。

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既是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供给

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举措。以百姓身

边小事、实事为切入点，从“政府配菜”过渡

到“百姓点菜”，改变了过去政府大包大揽

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居民只能

被动接受的局面，变成社区居民“我的实事

我做主”，更好地实现了按群众需求提供

服务，改善了政府供给的有效性，体现了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为转变政府职能、

推动供给侧改革探索了新路径。

日前，江苏省淮安市
启动便利灵活就业人员缴
纳社保工程项目，财政、
地税、社保、银行四方联
动，共同开发了四方联网
的“社会保险银行批量扣
缴征收项目”，将社保费
征收点“搬进”灵活就业
人员居住地附近，让他们

“跨越时空”就能缴纳社
保费。

在淮安市淮安区邮储
银行，可以看到缴纳社保
费的人员静等叫号。来此
办理缴费业务的外出务工
人员邵培生认为，如今缴
纳社保费简便多了，以前
每到该缴费时不管多远，
也不管有没有空都要赶回
来缴费，在路上就会花去
两天时间，到了地税办税
大厅，每个窗口都排起长
龙，又要耗费大半天时
间。如今，可以通过“银
行批量扣缴征收社保费项
目”，在居住地附近将钱
存进银行账号，三四分钟时间就能办好缴费业务。
这样，大大缩短了缴费时间，降低了成本。

淮安市人社局局长江泽清介绍，“银行批量扣
缴征收社会保险费项目”效果明显。以前需先到社
保部门领取 《保险手册》，再到地税办税大厅开
票，多次往返地税、社保部门缴纳社保费，这种缴
费方式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时间和经济成
本。而“银行批量扣缴征收社会保险费项目”解决
了缴纳社保费难题，技术上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办理流程压缩 50％，办理时间压缩 80％。

淮安市市委书记姚晓东认为，未来将根据社保
费征收需要，按照“信息+管理+制度”的统一模
式，在征收质量提高、保障服务规范的基础上，将
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微信缴费、手机 APP 支
付等方面，吸引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该项目管
理，实现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目标。

江苏淮安

：

﹃
跨时空

﹄
缴纳社会保险本报记者

梁剑箫

本报讯 记者翟天雪报道：贵州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近日与惠每医疗签署战略协议，将在各
级医疗机构试点使用惠每诊疗知识库、慢病管理系
统、云诊所三大诊疗辅助系统，并在高端海外转诊
项目上展开合作。根据协议，贵州省卫计委将通过
专家访问、人才交流、管理咨询、教育培训等途
径，引入梅奥医疗知识体系，促进贵州省大健康医
药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贵州省卫计委负责人表示，将通过使用惠每
诊疗知识库、云诊所系统落实贵州分级诊疗制
度。据介绍，惠每诊疗知识库、云诊所以国内权
威指南为指导，全面引进了梅奥知识体系，可以
完全覆盖诊疗检查、处置、用药、患者指导等关
键环节，可以对 1000 余种常见疾病的辅助诊断建
议给予实时诊断提醒，降低误诊风险。签约仪
式上双方表示，合作将以常见病、多发病分级诊
疗为突破口，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通过智
能诊断等方式，辅助基层医生准确完成首诊工
作，形成科学合理就医秩序，逐步建立符合国情
的分级诊疗制度。

贵州本次还引进了惠每慢病管理系统，双方将
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慢阻肺防控
入手，打造慢病防控信息中心，将试点多家医院、
乡村医生、体检机构组成监测和诊疗网络，通过云
端计算分析不同特征的病人治疗效果，帮助医生全
面掌控患者健康状况，并通过短信提醒等功能辅助
医生完成慢病管理工作。

据悉，双方就开展高端医疗转诊服务及更多
“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展开合作及深入探讨，共
同促进贵州省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

贵州试点诊疗辅助系统

居民自治让基层凝心聚力

蓝星国际夏令营:

一 年 一 度 的 快 乐 聚 会
本报记者 李 丹

多彩溶洞、大象牙膏⋯⋯在清华大学
化学系老师带领下，蓝星国际夏令营的小
营员们兴致勃勃地操作着手中的化学仪
器。“真是太神奇啦！”看着“多彩溶洞”实验
的烧杯溶液里一点点生成的“彩色钟乳

石”，孩子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这是有着 27 年历史的蓝星国际夏令

营中的一幕，而这个名为“分子共和国”的
活动项目也只是蓝星国际夏令营众多活动
中的代表。夏令营营长李慧莉介绍，蓝星

夏令营不仅是孩子们一年一度的快乐聚
会，更是一个坚持了 27 年的责任承诺。
1990 年，蓝星公司正值创业阶段，工业清
洗业务遍及全国各地，需要职工常年在外
地工作，职工子女的暑期生活照料遇到困
难。为了解决职工们的后顾之忧，蓝星公
司创始人、时任总经理的任建新倡议并亲
自指导举办了第一届蓝星夏令营。这个举
措不仅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使孩子
们在活动期间培养了集体协作精神和独立
生活能力。

随着蓝星集团业务的不断拓展，蓝星
夏令营也紧随其后“步步为营”。1997 年
开始，蓝星夏令营相继在全国各地举办分
营，总人数逐渐稳定在 1000 人左右；2000
年，蓝星夏令营专门聘请北京市教委专家
为夏令营量身定制活动方案；2009 年，蓝
星集团在相继收购法国安迪苏等 5 家海外
企业后，将夏令营活动拓展到全球，每年都
有来自全球 10 多个国家的员工子女会聚

北京，与中国小朋友联谊活动。
李慧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今年的

夏令营共有 880 名小营员参加，其中 48 名
海外企业员工子女分别来自法国、挪威、澳
大利亚、美国、英国等 11 个国家，“国际化”
特色更加明显。通过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小
朋友相互交流，孩子们彼此之间沟通逐渐
顺畅，他们还会学习对方的优点，弥补自己
的不足。“主持夏令营活动这么多年，我发
现中国孩子由于独生子女较多，明显不如
外国孩子会与他人相处和照顾别人。”李慧
莉发现，在与外国小朋友相处过程中，许多
中国孩子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别人合作，
这对他们未来成长乃至走上工作岗位深有
益处。

通过 27 年的坚持，蓝星夏令营成为全
国唯一由企业举办并持续至今的夏令营，
并扩展为国际夏令营。27 年来，这里走出
了一批又一批坚强、自信、自立的孩子，也
走出了一批批传播蓝星文化的小使者。“通
过参加夏令营，孩子们不仅知道了自己的
爸爸妈妈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且对蓝
星的企业文化也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李
慧莉表示，27 年来，参加过蓝星夏令营的
孩子已累计有上万人次，许多当年的营员
已成为蓝星集团员工，蓝星的企业文化正
在一代代传递下去。“有不少早期参加过夏
令营的孩子，成为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
后，又回到夏令营从事志愿工作。”

8 月 4 日，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小学，大学生志

愿者梁镨月和孩子们用手机自拍合影。暑假期间，

2016 年“荆楚英才学校”湖北省大学生骨干培训班

的 15 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保康县的 4 个乡镇，为当

地留守儿童开展安全教育、学业辅导、艺术培训等活

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杨 韬摄

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蓝星国际夏

令营的小营员们

在做化学实验。

本 报 记 者
李 丹摄

居民“点菜做菜”，政府

最后买单。创新社区治理模

式，深圳市龙岗区推出“社区

民生大盆菜”项目。因成效

显著，仅实施一年多的“民生

大盆菜”模式就成为国家民

政部“2015 年度中国社区治

理十大创新成果”

“民生大盆菜”

的“阳光妈妈客家

茶果传承”项目，仅

用几万元便帮助 26

位从事居家养老服

务的妇女实现再就

业。图为茶果师在

取出制作好的客家

茶果。

李小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