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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心声]

青年公务员要接地气
就需要真正走进基层

以前我是坐办公室的，上班就是

对着电脑，到了居民区后，可能一个

礼拜都没开过一次电脑，因为走访了

解情况，一直在路上。

工作转变后，其实一开始很迷

茫，都不知道如何适应社区新岗位，都

是靠边工作边学习。比如刚开始到居

民区，我还习惯把“老百姓”三个字挂

嘴边，觉得推动一些事情都是为了“老

百姓”。结果，有天一位居民问我，“书

记，我对‘老百姓’这个称呼有点看

法，你老说老百姓，那你是什么？”我突

然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词疏远了

“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和“居民”的距

离。边做边学边改，现在我用“我们居

民”已成为习惯，居民也亲切称呼我为

“我们小龚”、“我们书记”。

在基层一线工作，对于忙碌和付

出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以前作为

机关工作者，到点下班，如果晚下班

也是因为手头上的工作没完成。到

了居民区后，就算下班，心都是悬着

的，考虑的都是居民区的事情，和居

委主任一起手机 24 小时开机，方便

居民有需要时能找到我们。

又比如这两年的除夕夜，都没在

家看过春节联欢晚会，我都是在居委

会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度过的，舍小家

为大家，居民区更需要人值守。我爱

人从事的工作，也需要除夕夜值班，

所以这两年，全家都是提前吃年夜

饭，年三十晚上回去，一般孩子都睡

了，幸好家里长辈帮着带孩子。

还记得我刚到居委会那会儿，很

多居民都不“买账”，觉得“小丫头”待

不久，到居委会就是来“镀金”的。但

没想到我做到了现在，还成为同一批

下基层的青年中第一个当上居委会

党组织书记的。

因为自己是街道下派的缘故，在

居民眼里，街道是我的“娘家”，我是

“嫁”到真七的媳妇。他们遇到任何

烦事、难事，第一时间就想找到小龚

书记找对策解决，居民对我的信任让

我很欣慰，也让我充满干劲。

我觉得，这五年是我职业生涯中

成长最快的五年，居民区是锻炼人的

地方，所参与的每一次调解，每一场

活动都是一堂堂教育课，教会我为人

处世的道理。

我也一直认为，作为青年，特别

是新晋公务员，要接地气，就需要真

正走进基层，将来思考问题、做决策

时就能实实在在地以居民利益出发，

不会闭门造车、纸上谈兵。

明年，我们居民区党组织和居委

会就将迎来换届，我对我们这届班子

很有信心。小花园微更新项目肯定

是今明两年的大事，还想更新居民楼

外墙。整个小区环境有了提升后，还

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按照这样的计划，起码又要忙三

年。所以对未来五年，我是很有信心

的，会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继续在

基层一线发挥自己的作用。

落实“市委一号课题”，她的这五年从办公室走进居民区

基层历练是青年成长最好的机会

从办公室到居委会
成为社区治理者

四五年前，龚顺美的工作地点是
社区服务中心，是久龄家园真西为老
服务站，一直从事为老服务工作。在
社区服务中心，她是“坐办公室的”，
对着电脑处理文件素材，为相关人员
提供考勤等服务。到了久龄家园真
西为老服务站任站长后，她的办公地
点扩展到与居委共用的“大院里”，制
定规章制度，管理老年日托所，策划
活动等。

2014年，上海发布“市委一号课
题”，就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形成了“1＋6”文件。2015年初，真
如镇街道选派9名优秀机关青年、事
业编制干部赴居民区任职，龚顺美被
下派到真七居民区，她跟着“老同志”
们学习，适应从机关工作者到社区治
理者的角色转变。

真七小区是老小区，居民是“三
湾一弄”和长征镇的动迁安置户，有
着“老年人多、低保户多、残疾人多、
两劳释放人员多”的特点，小区基础
相对薄弱。

“下到居委后，摆正自己的心态
很重要，越是困难的环境，越能够锻
炼人。只有把自己的心定在小区，才
能真正地为小区谋发展，干实事。”龚
顺美是这么摆正自己的位子的，也是
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刚到真七小区，还是新人的龚顺
美迎来第一次双休日值班。一位老
人打电话反映，隔壁邻居家几天来彻
夜响着音乐却没人关，影响自己睡
眠。龚顺美和其他居委会干部上门
却吃了个“闭门羹”，“难道是出了什
么事？”

居委会主任当机立断，通过种种
渠道联系到了那户居民的孙女。原
来这户居民外出，忘了关上音响。大
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婉转地向他

转达了邻居的意见，“以后播放音响，
声音能不能小一点。”

一个电话，却让龚顺美看到了居
委会干部的责任心，也学到了不少办
事方法与技巧。“真正下到基层，才知
道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只有身
临其境，设身处地，才能更好地为他
们考虑，为他们服务。”

如今开展工作时，龚顺美有两本
笔记本，一本记录大大小小会议，一
本名叫“接待记录”的册子上，密密麻
麻地记满了她每天接待的事情和后
续的跟踪处理情况。勤记笔记、勤走
小区、勤开口问，她的“三勤”帮助她
熟悉小区，融入小区，“我觉得居委会
和居民是离得最近的，居民有困难都
会来询问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就
是为民服务多一点，所以解决困难不
能让居民等太久，等太久居民的热情
就削弱了。反之，居民的幸福感就会
逐年上升。”

花园微更新
提升环境活动室居民做主

就在这周，真七中心花园微更新
项目即将开工，这是居委会为居民争
取到的一个实事项目。

作为居民区一个休息场所，更新
前的中心花园里，植被种得零零散散，
没有美感。花园只有一个纳凉棚，龚
顺美在小区里走访途经时，总看到老
年人、中年人挤在纳凉棚下，中年人想
下象棋，老年人想晒太阳，有时还会抢
起地盘。唯一的纳凉棚也因为时间久
远，棚顶损坏滴水，成了老人们的心
事。小区里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合适的
室外活动场所，大人们的健身器械成
为他们的玩具，隐患重重。

为了这一微更新项目，龚顺美积
极上报，大大小小的征询会开了很多
次，最终确定了如今的方案，“合理调
整绿化布局，将凉棚改成大型的休闲
亭，增加一个2层的小型儿童广场，

有滑梯有塑胶跑道，使不同年龄层的
需求都得到满足。”

除了推进实事项目，龚顺美也深
知居民区工作核心是人，丰富多彩的
社区活动是团结社区居民的好方式。

就在上周末，龚顺美还在她的
“微信服务号”上晒图，小区举办“真
七邻里节中国象棋友谊赛”，连小区
里95岁高龄的象棋老法师王爷爷也
出门观战。

为了解决楼道堆物这一社区治
理难点，龚顺美在小区里办起了“跳
蚤市场”，让居民的闲置物品得到了妥
善解决，如今还增加了“旧衣换新”、

“旧书换花”等内容，下月2.0版本的
“跳蚤市场”将以“公益集市”形式出
现，在社区自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让居民有更宽敞的活动空
间，龚顺美将小区内最大的活动室的
使用权交到了居民手中。活动室成
了小区读报组、腰鼓队、合唱队、太极
拳队、戏曲队等群众团队的活动场
所，居民进行自治，自主使用，自主打
扫。龚顺美尽量把小型会议安排在
居委会的会议室里，一旦需要用活动
室开会，她还会向居民“借”，这样以
居民为主的方式提升了居民“主人意
识”，参与小区活动，管理小区事务变
得更加积极。

在很多居民眼中，这位“80后”居
委会党支部书记点子多、理念新，她
以区域化党建工作为抓手，联建14
家单位，为居民提供6个便民项目。
其中引入的代配药、测血糖等服务深
受欢迎。她还挖掘社会单位资源，完
成了小区智能道闸安装、老年休憩椅
翻新、成立编织团队、举办节庆活动
等工作。

“当居民相信你认可了你的工
作，大家的心就齐了，开展诸如清理
楼道堆物、”五违四必“等较有难度
的工作时，相对就能顺利些。”龚顺
美说道。

龚顺美（右）与社区独居老人聊天，关心其白内障手术情况。 受访者供图

“80后”龚顺美如今是真光新村第七居民区居民口中的“小龚书记”，而在五年前，她还是“坐办公室的”。
2014年，上海发布“市委一号课题”，龚顺美从办公室走进了居民区，2016年年初成为了真七党支部书记。提
升小区环境，走访居民，从此她心中装的都是居民需求。

这五年，她从机关工作者到社区治理者，为基层建设补充了青春力量。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