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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作为团干部，我们想让更多年轻
人站出来。本以为网络可以凝聚青
年，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反而青年
在网上的声音不够。”一直以来，难以
遇见社区青年是1983年出生的友谊
路街道团工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张恺
凯工作难以施展拳脚的一大原因。

去年年初，宝山开始推广社区通
平台，要求每个小区设置独立二维
码，居村民微信扫码后，实名认证、审
核信息方可成为用户。这样的平台
似乎打破了原来的僵局，使得青年

“回流”到各社区的居住地。在张恺
凯看来，凝聚青年并非只靠一句口号
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举办各种创意活
动吸引年轻人。友谊路街道有30多
个居委会，通过成熟的青年中心，可
以在社区通平台上统一发布，让感兴
趣的年轻人报名参加。

“社区通只是一个平台，最终的目
的还是将年轻人拉回到现实。毕竟，年
轻人在网上或潜水，或建言，与现实还
是有一定距离。作为团干部，我们要
做的就是把线上线下打通，增加年轻
人与社区的沟通渠道。”考虑到现在的
青年白领工作压力较大，周末又要忙

于小朋友补习，回归到社区机会比较
少，将他们聚集起来的难度较高，于
是，张恺凯将功夫花在了活动上。

为此，2018年1月份友谊路街
道团工委组织青年中心爱阅屋项目
与住友宝莲居民区团支部对接，住友
宝莲社区通过社区通发布活动信息，
组织社区内的年轻家长与孩子一起
参与假期爱阅屋亲子绘本阅读活
动。今年寒假期间共举办了3期活
动服务了近40组家庭。友谊路街道
酷乐青年中心则是一家以网球运动
为核心的综合场馆，2017年寒假前
期，通过社区通平台，街道面向辖区
内37个居委81个小区发布“寒假冬
令营”网球体验营招募活动，通过社
区通平台招募6-14岁的青少年30
名开展了为期3周的网球启蒙课程。

“我们辖区内的商品房小区，居
民年龄偏轻，周末家长会带孩子出去
玩，到外面花钱参加各种艺术、运动等
培训班，我们针对他们的需求设计了
亲子网球、亲子阅读等活动，将他们
需要的服务打包成公益项目，寒假的
时候我们已经开展了两三次活动，活
动反响很好。”张恺凯透露。

宝山社区通凝聚近30%青年居民 打造新型熟人社区

巧打实名牌将“生粉”揉成“熟面”
一言不合就拉黑，只知昵称不知真名实姓，因为披上“马甲”动不动就网络暴力甚至伪装成

邻居行微商之实……在不少小区的业主群里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近日，在全市创新推出的宝山社区通平台已经满周岁了。在社区通上，所有的用户经过实

名认证，信息真实有效，确保上线的是“真正的邻居”，发布的是“真切的邻里事”，让居村民摘下
“网络面具”。据昨天宝山社建办披露的数据显示，已经注册的40多万居民中有近三成是35岁

以下的年轻人。“此前，我们的工作是将年轻人从线下引到线上，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让他们从线上再回到真实的社区。将互
不相识的‘生粉’通过一系列符合青年特色的活动揉成‘面团’，再煮成‘熟面团’，打造新型熟人社区。”宝山团区委书记郁梦
娴介绍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原本我觉得吸纳青年到‘社区

通’上就是例行公事，没想到真的派

上大用场了。”1988年出生的陆美华

是宝山区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委的社工、青年突击队成员，也是从

事小区社区通工作的社区干部。近

日上海十年一遇的一场大雪让她亲

眼见证了社区通凝聚青年的力量。

1月25日，魔都迎来了数年不遇

的大雪，当晚社区通就发出了SOS征

集令，并亮出了物业自制的“除雪神

器”——利用小区尚未清理的建筑垃

圾中的废旧板条制成的宽大又适手

的推雪工具，希望能募集第二天来扫

雪的志愿者，消息刚一发布就迎来了

不少年轻人点赞。

第二天一早来了 20 多个居民，

其中有六七个是年轻人，这样的人数

已经超出了陆美华等人的预期。这

场“抗冰消雪攻坚战”甚至还吸引了

社区小朋友的帮忙。活动结束不久，

志愿者们铲雪的画面就被热心居民

传到了社区通上。

陆美华告诉记者，以前居委会都

不知道年轻人在哪里，很多青年业主

甚至都不知道居委在哪。现在有了社

区通，他们有疑问直接在平台上发声。

和顾村一样，罗店的青年刘先生

也是通过社区通加入了志愿服务组

织。当了解到有的居民抱怨由于小

区距离电脑维修点太远，不方便时，

刘先生提出愿意免费为大家提供上

门维修服务。

据悉，“社区通”是宝山运用社会

治理创新中新理念、新技术破解民生

工作“堵点”，探索推出以基层党建为

引领、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以居村

党组织为核心、以全体城乡居民为对

象、以有效凝聚精准服务为特点的信

息化、枢纽型工作系统，这为宝山共

青团工作“E 线”联系、凝聚、服务青

年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宽广的平

台。“目前社区通的实名用户年龄在

35 岁 以 下 的 为 117022 人 ，占 比

27.25%。”宝山团区委书记郁梦娴介

绍说。

“可以说，社区通充分发挥了青

春正能量，给社区更多的黏性和活

力，让团的工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是一种双赢。”郁梦娴介绍说，他们

将生活在宝山的团干部、大队辅导

员、青年骨干、青联委员规模化、组织

化地排摸出来，通过社区通，与街道

团委书记成功接头，成为铁粉。做到

“团队干部有任务，团员青年有态

度”，鼓励团队干部（团组织负责人、

青联常委、大队辅导员等）利用自己

的资源每年牵头两项或参与四项社

区活动。譬如区青联副主席、书法家

唐吉慧是中国书协会员、上海青年书

协副主席，书法作品可谓名家名品，

但这次通过社区通发布公益项目，免

费给社区写春联，受到居民欢迎。

郁梦娴表示，以前社区团干部都

反映找不到青年，为了让他们遇见青

年、让青年遇见共青团，团区委加强

了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团干部亮身

份，让居民区团支部建设更加健全。

以活动为媒介，增强上班族的社区向

心力，凝聚感，再通过核心活动的牵

引，将骨干青年培养成为社区的新生

力量。“打个比方，社区青年好比是生

粉，我们通过社区通给他们加点水，

把他们粘在一起，再通过活动给他们

加把火，从而打造熟人社区，让青年

对社区有归属感。”

和张恺凯一样，1988年出生的
月浦镇团委书记胡靓同样为青年很
少在社区出没头疼过。“社区通最早
在月浦镇进行试点，推出的目的是为
了让更多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共治。
没想到它后来成为凝聚青年的神
器。”

沈巷片区是月浦镇基层社区按
地域划分的三个片区之一，自2017
年2月起推广社区通，截至目前沈巷
片区共有注册用户4438人，其中40
岁以下青年占比达40%，是月浦镇三
个片区中年轻人最为集中的片区。
在社区通平台推广初期，居委干部发
现青年人注册率高，但活跃度不够，
根据每周详尽的大数据统计显示，不
少青年只会潜水，从来不参与活动，
也不跟帖留言。

对此，80后党支部书记支晓敏
通过大量走访调研，了解到不少年轻
妈妈们提出家里有很多闲置的儿童
衣物和玩具，希望能有一个跳蚤市
场。支晓敏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
吸引注册青年用户走出家门、融入社
区的机会。于是，她和居委会合计，
在社区通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亲
子”主题的活动征集，获得了很大的
成功。在活动中，一些社区青年提议
在活动中加入公益元素，让孩子的参
与过程变得更有教育意义。

家住昱翠湾的青年居民韩红娟

是一位“二孩”妈妈，也是首个被支晓
敏挖掘出来的社区青年骨干。2017
年7月，沈巷片区通过“社区通”发布

“悦读沈巷，幸福成长”亲子阅读微视
频比赛，吸引了韩红娟的注意。最
终，她的作品脱颖而出，还入围由月
浦镇妇联推荐参与上海市妇联举办
的“相伴共读，书香润德——家庭创
意亲子阅读微视频”征集投稿活动，
在比赛期间，“社区通”为她和几位居
民的作品拉票加油。最后，韩红娟家
庭作品获得了优秀奖和人气奖两个
大奖。

2017年10月27日，韩红娟看到
社区发布了招募“重阳节慰问老人”志
愿者活动，她回家与大女儿商议后报
名参加，并主动向居委提议，鼓励社区
孩子一起排练节目慰问老人。居委会
采纳了她的建议，并通过社区通平台
公布和征集了其他家庭的节目。

“像韩红娟这样因为‘社区通’，
从社区陌路人到成为青年志愿者的
案例不少，他们结交了更多的家长，
彼此交换生活心得，成为了社区青
年骨干，用自己的行动来感染和带
动更多同龄人。”在胡靓看来，希望
年轻人能将一些先进理念传达到社
区，形成团干部搭台，青年骨干挑大
梁的社区志愿服务模式，进一步促
进青年走进社区，发挥青年专长服
务社区。

娃在玩乐，年轻爸妈在议事

从社区陌路人到青年志愿者

给青年加把火，让青年有社区归属感

社区爱阅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