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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科技文化融合
点燃基层治理创新引擎

海淀区作为科技创新与文

化繁荣的高地，将科技与文化的

力量巧妙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出

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基层治

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中关村科学城电子竞技产

业协会打造的东升数字文化科

技嘉年华，集电竞赛事、创业路

演、科技市集于一体，吸引了超

过 1000 支团队参与其中。电竞
总决赛的直播观看量高达 17
万人次，在虚拟的数字世界里，

年轻人的激情与创造力被无限

点燃。科技市集则走进社区，将

前沿科技成果带到居民身边。

智能机器人展示、VR 体验等项
目，让居民近距离感受科技魅

力，“科技烟火气”弥漫在社区

的每个角落，极大地增强了居

民的参与感。通过这场嘉年华，

高校、企业、社区紧密联动，科

技资源成功下沉基层，实现了

产业资源与基层需求的精准对

接，打破了传统治理的边界，为

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

制的样板。

在花园路街道，海淀区文明

志愿者协会依托大数据、AI 技
术，助力花园路街道融媒体中心

构建综合服务体系。通过微信平

台实时发布信息，搭建“意见箱”

收集民意，24 小时内回复居民
诉求，确保事事有落实。协会推

动文明传播，组建“花园讲团”宣

讲队伍，建立“花之蕾”小记者品

牌，展示地区文艺作品。技术上，

搭建高清直播平台，实现高质量

内容与高科技融合。依托融媒体

平台，扩大地区社会影响，获央

媒报道 1300余篇，年度信息发
布量 1300 余篇，阅读总量达
652.7万人次，推出 200余期专
题视频及原创作品，其中一项作

品荣获微电影盛典二等奖。文化

的力量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社

区的每一个角落，以文化人，以

文促治，让文化成为基层治理的

“金钥匙”，开启了社区和谐发展

的新大门。

科技与文化在海淀区的基

层治理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科技为文化传播提供新渠道、

新形式，文化则赋予科技人文

内涵，二者共同点燃基层治理

的创新引擎，推动社区不断向

前发展。

服务新业态群体
共筑城市治理温暖港湾

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

群体，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

的生活带来便利。海淀区民政局

以党建为纽带，积极打造“友好

商圈”，让这些新业态群体从“服

务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共

同参与城市治理。

海淀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

联合清河街道打造的“海小暖”

商圈驿站，是为新就业群体量身

定制的温馨港湾。在这里，休息

区干净整洁，充电器一应俱全，

还有专门的就业指导区域，为骑

手们提供职业发展规划建议。驿

站里的“留言板”是新就业群体

参与治理的重要窗口，他们在这

里写下对社区治理的想法和建

议。快递员们兼任“社区网格

员”，凭借在工作中对社区的熟

悉，敏锐发现并上报 50余条安
全隐患，为社区安全保驾护航。

这个驿站不仅解决了新就业群

体工作中的实际困难，更成为他

们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枢纽，生

动诠释了“服务即治理”的创新

理念。

五道口商圈的“3+1”党群
服务阵地，由北京市夕阳再晨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学院路

街道打造。这里为新就业群体

和户外工作者提供了全方位的

贴心服务，“热可纳凉、冷可取

暖、雨可栖身、渴可饮水、累可

歇脚、伤可用药”，免费的

WiFi、热水、休息场地、图书和
应急药物，让他们在忙碌的工

作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法律

培训、急救演练等活动，提升了

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应急能力。

“每日微课堂”“优惠午餐”等举

措，构建起充满关爱的“小哥友

好型”商圈生态。在这里，新就

业群体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帮

助，更在精神上找到了归属感，

逐渐从城市的“过客”转变为社

区治理的“主人”。

海淀区通过一系列举措，让

新业态群体在城市中有了温暖

的“家”，他们也以实际行动回馈

城市，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共同

筑就城市治理的温暖港湾，让城

市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聚焦野一老一小冶
传承基层治理爱的接力

在基层治理中，“一老一小”

是重点关注群体。海淀区积极探

索，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养老服

务，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让爱

与责任在代际间传递，为基层治

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曙光街道时雨园社区卫生

服务站联合所在社区开展的“天

使行动”义诊，为社区老人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健康关怀。测量血

糖、血压、骨密度检测等基础医

疗服务，让老人们及时了解自己

的身体状况。中医耳穴治疗体验

环节更是深受欢迎，传统中医的

魅力在这里得到彰显。针对空巢

老人，社区建立了“一对一”关怀

机制，志愿者定期探访，陪老人

聊天、帮他们打扫卫生，让老人

们不再孤独。这种医疗资源嵌入

社区治理的模式，实现了“医防

融合”，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为居

民健康的“守门人”，守护着老年

人的幸福晚年。

北京市海淀区北城心悦社

会工作事务所的“家庭助理亲情

扶助”行动，以“社工+义工”模
式，为学院路街道 30名空巢老
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精神慰藉、

代购代办，500 余次的贴心服
务，让老人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

关怀。端午养生按摩课、艾草锤

制作、绿植手工 DIY 等社区融
合活动，不仅丰富了老人的生

活，还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互

动，推动邻里互助从“项目化”转

向“常态化”。在这个过程中，社

区凝聚力不断提升，邻里关系更

加和谐，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显著

提高，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在青少年服务方面，海淀区

同样不遗余力。北京市海淀区伍

月青少年事务发展中心组建的

“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香山街

道 159 名青少年化身社区治理
的“小能手”。他们创新“八步议

事法”，围绕环境保护、垃圾分

类、文明交通等六大领域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在活动中，青少年

们认真学习、积极实践，从最初

的“旁观者”逐渐成长为社区治

理的“建设者”。这种以议事规则

培养青少年公民意识的方式，为

社区治理注入了可持续的青春

动能。

北京市海淀区彩虹之家青

少年服务中心开办的“清河夜

校”，则是为青年量身打造的成

长平台。依托清河社区青年汇

服务阵地，广泛链接各方资源，

成功举办 24 场丰富多彩的活
动。瑜伽、美甲、街舞、AI 等课
程，满足了青年们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中放松

身心、展现个性、提升技能。在

活动过程中，青年们围绕社区

发展议题展开讨论，逐渐培养

起社区责任感，一支“清河夜

校”志愿者队伍应运而生。他们

积极参与社区助老、城市美化

等治理工作，形成了“兴趣培

养—技能提升—社区反哺”的

良好闭环，实现了个人成长与

社区发展的同频共振。

从关爱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到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海淀区

聚焦“一老一小”，传承基层治理

爱的接力，让社区充满温暖与希

望，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生机与活力。

社区精细治理
雕琢基层治理幸福模样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

元，海淀区从细微处着手，推动

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从小

事做起，雕琢出基层治理的幸

福模样。

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在紫竹院街道开展

的“微治理”项目，以专业视角和

科学治理理念，深入挖掘社区的

“微”需求。“我是小小规划师”活

动，让社区青少年发挥观察和思

考能力，对紫竹院街道厂洼街 7
号院“院落文化”“楼门文化”“阳

台文化”“井盖文化”进行了规

划设计，激发了青少年的创造

力和对社区的热爱。通过聚拢

“微”力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组织组织策划了“家风传承文

化”“邻里互助文化”“协商共治

文化”“公益志愿文化”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社

区居民广泛参与。在深化“微”

治理过程中，落实“协商议事”

“五社联动”等方法理念，推动街

区品质提升、老旧小区物业改

善、助医助困等项目，以“小切

口”激活治理“大能量”，充分彰

显了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与专

业赋能中的独特价值。

北太平庄街道的“口袋花

园”微改造项目，是居民自治的

生动实践。面对老旧小区基础设

施老化、环境质量亟待提高的现

状，海淀区智慧社区发展中心发

动居民、专家、物业共同参与设

计。多次组织协商议事会，居民

们变身“智囊团”，积极建言献

策，提出了对 4处斑秃严重的绿
化区域及文化长墙处的环境改

造方案。随后，社区党员、志愿

者、亲子家庭、共建单位等纷纷

响应，共同参与“绿满红联播希

望，口袋花园齐共建”志愿活动，

开展种植活动 20场。改造完成
后，还制定了长效维护机制，确

保“口袋花园”长久美丽。这个项

目以“微更新”激发了居民的自

治热情，为老旧小区治理探索出

了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在这些社区治理实践中，海

淀区注重从细微之处入手，尊重

居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居民积极

参与，将一个个社区打造成温馨

和谐的幸福家园，让居民在基层

治理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在海淀区，社会组织与政

府、社区、居民紧密合作，共同发

展。从科技文化融合的创新实

践，到服务新业态群体的暖心举

措；从聚焦“一老一小”的人文关

怀，到社区精细治理的点滴努

力，每一个案例都凝聚着各方的

智慧与汗水。这些成功经验不仅

提升了海淀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更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

贵借鉴。

展望未来，海淀区民政局将

持续推动社会组织在资源下沉、

服务延伸和数字化赋能中发挥

更大作用。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海淀区的基层治理将不断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海淀

经验”也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传

播、生根、发芽，为更多地区的基

层治理提供有益参考，让更多人

享受到基层治理带来的美好生

活。让我们共同期待海淀区在基

层治理领域创造更多辉煌，为构

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更

多力量。

渊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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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服务提供者冶到野治理合伙人冶
解码社会组织赋能基层治理的海淀实践
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基层治理是稳固根基、提升品质的关键环节。北京市海淀区正积极探索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基层治理的新路径。近年

来，海淀区民政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的重要作用及专业优势，借助多元协同、资源整合，形成

“需求精准对接、资源动态调配、服务专业嵌入”的治理生态链，在基层治理的多个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积累了宝贵的“海淀经验”。这些经验犹如

璀璨星辰，有力推动海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形成了海淀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