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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6日讯(记者 蒋
龙龙 肖龙凤 实习生 王
伟 胡沛然 ) “对有些居民
来说，社区居委会就是个盖章
的地方，很多时候感受不到社
区居委会的存在。”正值暑期，
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10名大
一学生历时近一个月，对济南
20多个社区的服务进行了调
研。团队成员感叹，“虽然济南
的社区服务已经走在全国前
列，但很多地方还有待提升。”

近日，来自山东财经大学
的学生暑期调研团队对山师
东路社区的服务情况进行调
研，这是他们调研的最后一个
社区。这个团队年轻而富有活
力，孙禹琦、张咪、姜皓月等10
名成员来自山东财经大学 4
个校区的城市管理、金融、公
共事业管理等多个专业，大

部分出生于1995年。
调研团队从7月8日开始，

走访了济南市大大小小的20
多个社区，如玉 函 路 、建 设
路、小梁庄、舜玉、舜园、鲁能
康桥、甸柳一居、中创开元山
庄、裕园等。“其中我们重点
调查的有十多个社区，这些
社区整体上服务水平较好，
也各有自己的特色。也有个
别社区居委会以行政性工作
为主，特色不明显。”团队领
队孙禹琦说。

据孙禹琦介绍，团队调研
的初衷是，济南市的社区管理
和服务情况在全国排名靠前，
一些好的社区管理情况有更
大的参考意义。“我们的想法
是把管理较好的社区走一遍，
把各个社区的优点亮点汇总
一下，并给社区挑刺，思考一

下存在的问题。”
山财调研团队在调研中

了解到，“管理好的社区都有
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居民
对社区有认同感，二是居委会
主任很有魄力。”孙禹琦说，

“比如裕园社区、甸柳一居等，
不过同时做到这两点并不容
易。”

在走访中，团队也发现济
南一些管理良好的社区还有
提升空间。“在我们对居民的
采访中，有人对居委会感到
陌生。居委会虽然做了很多
工作，但很多居民并不能感
受到。”在对社区的走访中，
调研团队还发现了很多社区
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如乱
搭乱建、违规经营等难题，

“很多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
居委会的职能范畴。”

1100名名大大学学生生暑暑期期给给社社区区““挑挑刺刺””
走访20多个社区，调研服务及生存环境

山财调研队调查发现，济南的社区服务在全国属于较为领先的水平。社区服务发展也日益专业化和先进化，不少社区已已
经在试水“网格化”管理，提高居委会工作的主动性，“让居委会不再成为一个仅仅能盖章的地方。”不过社区发展还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居委会工作和物业工作含混不清，社区职能过多过滥。

济南社区管理

全国排名前五
调研队首先向济南市民政

局基层政权处了解济南社区基
本现状和基本职能问题。据济
南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济南社区的发展在全国还是属
于前列的，“可以排到前五，十
八大党代表中有两个社区工作
者，其中一个就是济南的陈叶
翠。”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济南社区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济南社区的发展原先
只要求‘有地方、有钱、有人办
事’，现在的要求更高，在专业
化、先进化等方面提出了更多
更高的要求。”

孙禹琦介绍，他们的调查
也佐证了济南市民政局的相
关说法。例如，调研队发现，四
里村街道玉函路社区居委工
作人员让人“惊艳”，他们的文
化素养都很高，还都是具有专
业素养的社工，“而不是普通
居民想象的都是老大妈在办
公。”

调研队发现，济南社区工
作人员开始逐渐变成了专业的
社工师。不少济南社区也在试
点“网格化管理”，将居委会的

工作前置，把居民去找居委会
解决问题转化为居委会工作者
主动去为居民办事。

网格化管理

成社区趋势
7月10日，调研队去了四里

村街道调研社区网格化管理的
运行情况。社区网格化管理依
托信息化平台，将社区按照一
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
按照网格进行管理和服务。

在英雄山社区，调研队采
访了网格长王军，王军每天的
主要工作就是在网格内入户走
访，在了解社区民情的同时，负
责把街道各科室的服务内容送
到居民身边。此外，在网格内开
展计生服务，走访小饭桌，检查
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上门调查
老年居民需求，记录流动人口
变化情况等，这些工作也是王
军要做的。

王军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小吃街人行道上有局部路面花
砖破损，立即拍下照片，上报到
平台。“以上这些工作，网格长
都是通过移动智能终端现场采
集、直接上报信息到平台，平台
在后台实时汇总入数据库。”孙
禹琦对这样的智能化办公印象
深刻。

社区管理面临

职能过滥问题
不过，调研队也发现，不少

试水网格化管理的社区还有提
升的空间。据孙禹琦介绍，调研
发现，一些社区居民对网格长
的具体职能不了解，甚至不知
道网格长是谁，出了问题不知
道找谁。

同时调研队发现目前社区
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舜园社区，
他们发现社区周边存在烧烤摊
烟雾缭绕，占道经营、污染环境
的情况，有些老楼房的供暖问
题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调研队还针对市中区部分
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研发
现，村改居社区主要存在娱乐
设施及周边服务设施的更新不
及时等问题。

社区建设和管理中有很多
职能交叉的情况，也被调研队
敏锐地捕捉到。“很多工作存在
交叉，管理方法可能也出现分
歧。”他们还发现社区职能过
多、过滥，“在找相关部门办理
一些事情的时候，居民常面临
各种盖章问题，有时候找不到
应该去盖章的地方，只能去找
居委会，但居委会并不是‘万
能’的。要想办法填补这些手续
上空白的区域。”

““居居委委会会不不是是个个只只盖盖章章的的地地儿儿””
社区试水网格化管理提高居委会主动性

调研团队采访济南裕园居委会主任刘云香。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深深入入百百姓姓，，才才能能听听到到呼呼声声””
大学生调研社区引网友点赞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肖龙凤
实习生 胡沛然 王伟

7月13日，团队开始在省
城主要论坛上发帖介绍此次
走访调研的日志和总结。该网
帖在各个论坛被迅速置顶，并
引起了网友的一致点赞。

3日傍晚，记者在大众论
坛上看到，短短21天的时间，
网帖的浏览量已近3万人次。

网友“roro103”首先点赞
道，“感觉很棒！希望可以继续
做下去！”网友jjjhy为调查团队

加油称，“实践才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加油！”该网友还
介绍，“社区是组成现代社会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学生通
过暑期调研的活动，能够更加
了解民生，更加了解社会。”

也有不少网友跟帖反映
自己小区的问题。如网友“阳
光真美”反映了市中区舜玉南
区的私搭乱建等问题。该团队
也在回帖中称，“通过走访居
民，发现了许多问题，只有真
正深入到百姓中，才能听到最
真实的民声。”

网友“dzqhzjx”称由于社
区居民自治的性质，决定了各
个社区发展状况的差异。对广
大社区进行调研，才能找出其
中典范，了解其中不足。“许多
社区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
题，走向社会，发现问题，才能
为解决问题做好铺垫。”

网友“123”肯定了团队的
认真，并向团队提出建议，调
研中触及敏感问题或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时，一定要理性
客观，要多看、多问、多观察，
多听听不同群体的不同声音。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肖龙凤 实习生 王伟 胡沛然

我们的暑假

大学生们在社区进行走访调研。 (调研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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