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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陆家镇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探索共建共治共享之“陆”

翻开昆山地图翻开昆山地图，，陆家镇是最精陆家镇是最精
致的小城镇致的小城镇。。这个小城镇文化源远这个小城镇文化源远
流长流长，，13681368年起年起““段龙舞段龙舞””在民间盛在民间盛
行行，，陆家镇成为陆家镇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龙舞龙舞））之乡之乡””；；这个小城镇连续举办这个小城镇连续举办
2121年文化艺术节年文化艺术节；；这个小城镇建立这个小城镇建立
了昆山首个志愿者协会了昆山首个志愿者协会，，如今全镇如今全镇
每每66人里就有人里就有11名志愿者……名志愿者……

在陆家在陆家，，外来人口占比较大外来人口占比较大，，不不
断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新成断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新成
效效、、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成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成
为了小城镇的大目标为了小城镇的大目标。。十年来十年来，，陆陆
家镇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家镇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人人尽
责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将
志愿服务内化于心志愿服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外化于行，，用精用精
神文化点亮百姓生活神文化点亮百姓生活。。

居民自治，释放“涟漪效应”

9月底，记者来到陆家镇邹家角社区
启发广场党群服务点内，一张偌大的项
目清单表格占满墙壁，十分醒目。表格
清晰罗列了社区一年内需要完成的21项

“行动计划”，包括“要事、大事、身边事”，
每一件事都标有群众诉求、完成要求、完
成时间、责任落实、当前进度、实施措施
和群众满意度。篮球场地更新、停车管
理、花坛老旧破损、地库地面破损修复等
群众关心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一“挂图作
战”。比如，地库地面修复项目责任方涉
及社区党员、物业和两位业主，项目完成
后业主代表进行验收，群众满意度为“三
颗星”。

这是邹家角“三方共治”的一处“实
景窗口”。把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落细于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是邹家
角成为口口相传的“最佳角”的秘诀。但
在社区党委书记江玉琴刚到社区之时，
邹家角却是别人眼中“难啃的骨头”：公
共区域环境脏乱差、电动车乱停乱放、居
民间争吵不和等问题屡见不鲜，整体投
诉率较高。

如何因地制宜摸索出一套适合本社
区的工作方法，成为摆在现实面前的一
道必答题。在邹家角社区，75%的居民
是“新昆山人”。江玉琴意识到，“人”就
是打开局面的“突破点”和聚焦攻坚任务
的“着力点”。力排众议中，“脏乱差”的
小区架空层变身为贴近群众身边、倾听
群众声音的党群服务点。居民代表、物
业、社区工作者、政协委员等相聚“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通过召开“党群议
事会”“居民听证会”“邻里协调会”等，把
群众的需求、呼声、心愿摆上台面。

“平时大家有什么热议的民生实事
问题，都在这间‘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室里讨论解决，最长的一次一直讨论到
凌晨3点。”在江玉琴看来，社区力量有
限，但居民资源丰富。聚焦群众操心的
烦心事、揪心事，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
百姓时刻关注的物业管理、垃圾分类、公
益活动、人居环境等有关小事，列入“有
事好商量”议题，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通
过民主监督、调研视察等形式跟踪办理，
推动协商成果落到实处，助力改善民生
福祉。

“鸡毛蒜皮”里有民生大事，“家长里
短”中透出人间真情。做社区工作，就要
善于向群众要“智慧”、要“资源”、要“活
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新格局。

此前，在一次如何解决双职工家庭暑
期“带娃”的头脑风暴中，社区决定开办暑
托班，号召并发掘一批教师、退役军人、培
训机构负责人等有特长的居民，推出公益
钢琴班、书法课、自习阅读等活动。令人
没有想到的是，征集一经发出，居民微信
群里便开启了“抢夺大战”，放假回家的大
学生们报名参与辅导班，帮助孩子们完成
假期作业；阿姨们轮流值班、打扫卫生，成
为后勤保障；点子多的居民们进行议题收

集，解决邻里烦恼……一个居民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进步的良性
循环圈悄然形成。

“我的孩子暑假有了去处，我也能在
社区服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良
性循环’。”居民王凤芹此前是一位全职
妈妈，在社区的带动下，报考了社工证、
国学证书，如今也升级为“持证社工”。
从一个我，变为我们，一个个“小家庭”融
入更有人情味的“大家庭”。许许多多个

“王凤芹”们逐渐涌现，这样的“涟漪效
应”，在外来人口占比超1/3的陆家，正在
不断发酵。

志愿服务，书写小镇大爱

在陆家，有一支令人瞩目的志愿者
队伍——“党员先锋”志愿服务总队。在
这支队伍里，有镇党政领导班子所有成
员，还有来自各条战线的普通党员。他
们利用双休日或上班前后的空余时间，
开展一系列环境整治、扶贫帮困、文明交
通、文化惠民、小区自治等志愿服务活
动，把党员的先锋旗帜树起来。

社会的良性运行与进步离不开榜样
的示范与引领。在党建引领下，居民自
发成立的志愿团队在陆家如雨后春笋般
相继成立，随处可见“紫马甲”参与大大
小小的志愿活动，他们将社区志愿服务
融入市民生活，事事可为、时时可行，在
情感认同中不断将志愿服务内化为陆家
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

“镇里需要人手就会来通知我们，我
们有团队、有组织，被需要也是一种幸
福！”陆家镇睿凡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曹秋
芳说道。该服务队最初是由家长们组成
的一支雷打不动的“护学岗”队伍，随着
爱心力量的不断涌入，孩子与家长一起
参与的16支亲子读书队、“相亲相爱一家
人”敬老服务项目相继成立、发起，至此
实现了“一老一小”全覆盖。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上午，到文化
中心广场理发，就成为不少居民的习惯。
2008年6月起，晨光便民志愿服务队开始
为残疾人、低保户、老年人提供免费理发、

修理家电、自行车、测量血压等服务。有
时候，晨光便民服务队还没“出摊”，就已
有居民自发等候。团队负责人陈凤林的
家庭今年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去年
团队共开展志愿活动1925场，参加志愿
者25578人次，实实在在的数据见证了十
几年如一日的坚持。

从2007年成立志愿者服务总队至
今，志愿服务成为陆家人追求时尚的“前
沿”。志愿服务内容从简单的广场服务
和宣传、环境清扫拓展到敬老助残、关爱
未成年人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志愿服务，
从关注“城镇面貌”这个“面子”，发展到
开展生态环保、“小微执法”等关心“群众
满意”这个“里子”，不断改变、不断突
破。陆家镇依托镇党群服务点建设，把
志愿阵地建设到小区、企业、窗口部门等
居民工作、生活的基本单元，比如合丰社
区“凝聚合力·勇当先锋”、夏桥社区

“125+”、邹家角社区“最佳角”、陆家社区
“和谐陆家·服务入家”等党员志愿服务
团队，都为陆家注入源源不断的社会治
理动能。

今年，陆家镇多次召开志愿服务“供
需对接会”“面对面洽谈会”，拟定了《陆
家镇2022年志愿服务项目立项表》，涉
及社区志愿服务项目9个、部门志愿服务
项目12个，通过需求方提出志愿服务“菜
单”，志愿者团队“配餐”的“你点我供”的
方式，激活社区、部门、志愿团队的活力，
实现了社区、部门服务之“需”与志愿组
织之“供”的精准对接。

文化惠民，滋养幸福生活

“大美中国戏，代代永传承……”人
声为鼓点，国粹入唱词。舞台上，12位踩
着节奏的青年和4位戏曲演员同时用人
声锣鼓点和京剧进行表演，多声部协同，
歌中有戏、戏中有歌，节奏时而急促、时
而欢快，阵阵旋律牵动着观众的心。这
就是入围今年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名单
的陆家镇本土作品《看戏》。

《看戏》的词曲作者和导演都是本土

群众文艺业务骨干，主唱演员也是本土
业余歌手。和传统戏曲表演不同，作品
采用阿卡贝拉纯人声音乐形式，以京剧
经典唱段为旋律，把传统戏曲生、旦、净、
丑四大行当作为切入点，引出观众耳熟
能详的戏曲代表人物及其剧目，受到了
观众一致好评。

创作灵感源于主创高向东在首届戏
曲百戏（昆山）盛典遇上的一位年轻人，
看戏前，她觉得看戏是“老年人的事
儿”。看戏后，才知道“传统戏曲也这么
好看”。由此，在传统戏曲如何吸引年轻
人的思考中，经“戏曲+歌曲”“土洋结
合”，《看戏》便诞生了。

这不禁也让陆家思考，文化要惠民，
怎么搭台？如何唱好戏？陆家人思路清
晰，首要的是建起“10 分钟文化圈”。
2018年，陆家镇文化中心广场进行综合
提升，图书馆、党群服务中心、青少年科
普馆、菉溪文艺之家等一应俱全，集演
出、电影、阅读、展览、培训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共设施受到“老中青”欢
迎。今年，陆家镇文化中心入选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的2022年度“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名单。

一个广场的魅力能有多大？天微
亮、日渐暗之时，陆家文化中心广场人声
鼎沸，跳舞、打鼓、唱戏的市民随处可
见。文化中心广场的建成，带动活跃了
30多支文体团队、3500多名文体队员，
成为广场上一道道亮丽风景。每年，陆
家镇都要在这片广场上举办50多场文
化活动，近10万人次的观众从中得到文
化享受。其中，一年一度的陆家镇文化
艺术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二十一届，从
未间断。

风从广场来，人往广场聚。文化中
心广场的建成，是打造“文化陆家”新蓝
图的开始；文化中心广场的活跃，绘就了
百姓文化生活的生动图景，展现了经济
与文化的和谐互动，勾勒了城镇文明和
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送文化，更要种文化。陆家镇十分
重视以段龙舞和陆家浜鼓手为首的传统
文化培育和传承。仅舞龙活动，在陆家
已经成为老少皆宜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学校开设舞龙课程、组建舞龙队；社会上
市民热情参与，舞龙技艺得到不断改进
和发展。舞龙团队在陆家“俯拾皆是”，
先后组建了舞龙队30多支，舞龙手近千
名。陆家镇还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龙舞）之乡”“苏州民间文化艺术（鼓手）
之乡”“苏州市农民体育（舞龙）基地”，可
谓是实至名归。

陆家人以自己的精耕细作和精益求
精，一步一个脚印地书写“文化陆家”的
篇章。

金秋时节,走进昆山市陆家镇，百
年老校传来琅琅书声，养老院里笑声歌
声齐飞，“一老一小”的幸福画卷徐徐展
开；党群服务中心功能齐全，口袋公园
盛满居民“小确幸”，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成色更足。时间的巨笔，在这35.6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民生大答卷。党
的十八大以来，陆家镇发展经济的同时
强化“民生为本”理念，用心用情用力保
障改善民生，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
算”，找准民生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打
造共同富裕的“幸福家”。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保持在
8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增长8.8%；新建各类学校8所，新增
学位8710个；投入启用苏州首个“民
办公助”养老护理院……翻开陆家镇的
“民生账单”，一笔笔数据，一项项亮眼
成绩，折射出陆家人民的美好生活，正
如传统美食泗桥豆腐一样，有滋有味。

“加”码民生

托起“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地
标建筑撑起的“天际线”，更要看人民幸
福拼成的“地平线”。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走进苏州首家“民办公助”养老
护理院——昆山乐佳护理院，歌声飞

扬。82岁的葛建华，弹着电子琴为“合
唱团”伴奏。因有基础疾病，葛建华带
上乐器住进了护理院。提起这里的生
活，她竖起大拇指，“没想到还引进了智
能医疗设备，科技感十足。”

两公里外的陈巷社区，87岁的独居
老人李秀珍每天都会到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打卡”，在500多平方米的“综合服务
体”里，食堂、棋牌室、影音室、书画室等
应有尽有。“饭菜好，活动丰富。”李秀珍
满怀激动，是党和政府让老年生活品质
提升。

点赞背后，是陆家镇构建养老服务
“一盘棋”格局，实现养老服务多元有效
供给的积极探索。陆家镇社会治理和社
会事业局民政干事李芳介绍，随着人口
老龄化加速，陆家镇着力打造镇、社区和
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
政策从“碎片化”到“体系化”、养老服务
设施从“零星布局”到“规模发展”、养老
服务模式从“政府兜底保障”到“社会多
元供给”转变。

共同富裕的果实甜不甜？“一老一
小”最知道。丰收时节，菉溪幼儿园的
小朋友也格外忙碌，采摘扁豆、搭建滴
灌系统、喂养鸡鸭羊……一堂堂沾满泥
土味的劳动课，让劳动教育走深走实，
赋能孩子成长。坐落于合丰金阳路的
沙葛小学已有百年历史，经过三年异地
新建，一所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充满活
力的现代化学校拔地而起。新学校可
容纳学生1350人，并计划于明年春季正
式投入使用。

多年来，陆家镇强化“民生为本”理
念，每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保持
在80%以上，为老百姓的幸福感做“加
法”。加快推进学校、养老服务建设，新建
各类学校8所，新增学位8710个；第四人
民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家庭医生
工作室实现小区全覆盖；建成启用全苏州
首个“民办公助”养老护理院，新增养老床
位420张；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在这座小镇上有了具象化模样。

“减”污降碳

绿色幸福感“升维”

秋风飒爽，稻谷飘香。陆家镇最南
端镇域边界处的未来农业示范园内，金
黄的稻田层层叠叠，成熟的稻子串连起
丰收的画卷；城区的粮库浜河水清澈，成
群的候鸟惬意漫步。

走进菉葭生态园，湖水清冽，岸边郁
郁葱葱。菉葭生态园是陆家镇传承历
史、呼应百姓绿色发展所需的重磅之举，
这个占地40万平方米的生态园集景观、
生态展示、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绿化率达
到72.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十年，陆家
镇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有益“减法”不断涌现。

水环境治理惠民生。近年来，陆家镇
确立“一河一策、一圩一治”治水思路，全
面建立治理工作体系。以吴淞江赵屯断
面达标整治为关键点，成立水环境综合治
理领导小组，紧抓“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污水应收尽收”“生态样板河道建设”三
项核心工作，从根源解决了污水入河的问
题，启动生态宜居美丽河道建设工作。

“过滤掉了污染废气，吐出来的是
净化后的无害气体。”在陆家镇合丰开
发区的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
司，车间里的涂装废气处理设施高速运
转，力争从源头减排。通过洗涤、干式
过滤、沸石转轮、催化燃烧一系列工艺，
工厂污染物控制设施总去除效率达到
了90%以上。

减污降碳，以减促增。陆家镇“减”
出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得”来水更清、草
更绿、天更蓝。数据显示，陆家镇境内67
条河道水质基本优于四类水以上标准。
到去年年底，全镇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
数比率 87.1%，比“十二五”末提高
20.8%。PM2.5平均浓度降至27微克/

立方米，比“十二五”末下降49%。
正因如此，陆家镇的宜居也获得“国

家认证”，先后斩获“国家卫生镇”“国家
生态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美
丽宜居小镇”“中国特色小城镇”等荣誉
称号。

“乘”势而上

勾画最美“微笑曲线”

“推窗见绿，家门口的滨水绿化景观
带景色宜人；生活方便，几分钟就可以乘
公交、买菜。”今年7月，76岁的冯明搬进
了动迁小区光夏花园，他逢人就夸自己
的新家园。

这“微处”着笔的幸福感源于陆家镇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聚力打造高品质特色
小城镇。光夏花园总建筑面积4.97万平方
米，包括6栋住宅楼，1栋社区物业用房。在
现场，记者看到小区利用地形起伏做下凹空
间打造“海绵花园”，种上了美人蕉、千层金
等绿色植被；门外神童泾、林洋浜河流“T”字
型交汇河道被改造成滨水绿化景观带，一条
多彩艺趣的U型水湾让人心旷神怡。

视线转向青春雅居小区，曾是陆家
镇影响全镇形象的“黑名片”，如今沥青
路面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整齐有序。“从
投诉不断到人人叫好的‘明星小区’，青
春雅居实现了美丽嬗变，真正成为居民
心中的雅居。”说到变化，合丰社区原党
委书记余小明最有发言权。

高品质的生活既事关城市形象的
“面子”，更事关民生福祉的“里子”。陆
家镇聚焦城乡建设高质量，狠抓人居环
境整治，城镇功能品质持续优化。十年
来，基本解决动迁“零安置”问题。老旧
小区改造不仅数量逐年递增，改造品质
也让百姓“舒心一笑”。经过连续多年的
改造，眼下，焕然一新的宜居环境，便捷
的“15分钟生活圈”，改变着城镇的景观
风貌，也演绎着城镇的和谐美好。

保障性住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居
住环境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

进，基础设施持续健全优化，城乡一体化
发展呈现现实模样。回眸十年，陆家镇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乘”势而上，蹄疾步
稳，用心用情打造城乡高品质生活，勾画
出最美“微笑曲线”。

“除”出便民利企

绘就最大同心圆

“去年还是客人，今年已是家人。”斯
坦德机器人（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
锟，2021年带着团队从深圳到昆山陆家
镇落户。作为一名“90后”青年创业者，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连获江苏、苏州、
昆山三级人才称号。

这些年，陆家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构建引才招才“磁场”、优化选才用
才“量尺”、厚植成长成才“沃土”。办证
多、办事难、多头跑，这些曾经个人和企
业的种种办事痛点，如今都已得到有效
解决。

看似小事一桩，打开的是群众和投
资商“心结”。帮老百姓和企业解决“急
难愁盼”便民利企的“除法”，往往细节中
见真章。

菜市场，折射着一座城市的温度和
气度，连通着抚慰人心的“烟火气”和文
明典范的“新窗口”。位于陆家镇北的夏
桥社区，是一个人口老龄化多、外村动迁
安置户多、流动人口多的三多动迁安置
小区，然而这里却没有一个规模菜市场，
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2020年，陆家镇
投资3150万元，打造集超市、菜场、美食
广场于一体的邻里中心，满足居民的生
活需求，构建了居民一公里生活圈。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陆家镇
下“绣花功夫”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五
年拆除违法建设81.2万平方米；新、改建
厕所43座；完成5个农贸市场标准化改
造；新建、改建停车场34个、增加停车位
3098个；深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收
运处”体系基本建成，46个小区实现生活
垃圾“三定一督”分类投放全覆盖。

昆山陆家镇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改善民生

“四则运算”打造幸福“家”

□ 本报记者 范昕怡

□ 龙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