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出生的瑞一居民区团干
部华磊这些年在社区最大的成就感
不是解决了多少鸡毛蒜皮的小事，而
是在自己和几位年轻同事的助力下，
成功扶持了一支青年足球队。

这些年，社区里的老年团队建
设趋于完善，华磊将目光瞄准了社
区里的青年业主。当了解到有一
些年轻男业主会相约踢球后，她想
到了挖掘社区里的青年男骨干成
立青年足球队，这时候，家住瑞虹
新城一期的青年业主沈明进入了
她的视线。

沈明身上兼具居民、足球爱好
者、企业管理者的三重身份。在他
的带领下，社区青年足球队很快就
有模有样地成立了。

沈明现在的身份是瑞虹新城
社区青年足球协会负责人。他认
为瑞虹新城是个大型社区，七期居
民数多达6300多户，分属于不同的
居民区。随着参与者的人数越来
越多，他不再满足于瑞虹一期的足
球队了，而是鼓励周边小区的年轻
足球爱好者也能参与进来。“目前
居民自发组织的有20支球队，其中
居民占80%，其他有街道辖区内的
企业白领等。每个球队通过一段
时间的运作，目前都有一名合适的
队长在做日常管理。”

去年10月，嘉兴路街道举办
了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百姓舞台”
乐享生活齐运动暨首届“嘉星杯”
社区足球赛，有社区和辖区单位共
16支队伍参加该赛事。只有进入
四强的球队才可以在虹口足球场
参加决赛，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瑞虹一期社区球队的队员经过激
烈角逐进入四强。面对可以在虹足
踢球的好机会，一期球队队员魏先生
想趁此机会在赛场上向相恋多年的
女友求婚。在街道、主办方、球友的

帮助下，一场求婚大戏悄悄上演。当
天赛事上半场魏先生佯装受伤回到
休息区，女友担心不已跟随到一边，
迎接她的是一捧捧玫瑰花和心形气
球，还有所有球友的欢呼声。

这场成功的求婚仪式给沈明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球队是去年
春天成立的，在此之前，感觉这个
社区有点冷，打个比方，我们住在
同一栋楼9号楼的一些居民虽然抬
头不见低头见，但彼此是熟悉的陌
生人。通过踢球这样的‘破冰运
动’，打破了大家的陌生感。除了
比赛外我们还有些评选，譬如最受
欢迎球员、足球小宝宝等。渐渐
地，我们的孩子们也有了交流，去
年社区里举行了嘉年华，球友的太
太们也纷纷涌出家门。可以说，足
球是让年轻人得以凝聚在社区的
一个很好的媒介。”

让足球队球员觉得感动的是，
华磊等几位青年团干部会在赛场
上作为啦啦队成员出现，去年在虹
口足球场的赛事上，华磊还受邀作
为“女足代表”上场小试身手，感受
一下足球的魅力。“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业委会、居委会的几位成员都
来现场加油，给我们提供了水、足
球等后勤保障。虽然几个球、几瓶
水花费不多，但让我们感到了来自
社区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助
力，或许我们只是业主之间的自
High，始终少了一些社区归属感。”

在华磊看来，青年足球队的成
立醉翁之意远不在踢球这回事。“足
球是很多男青年共同的爱好，因为这
个媒介，打破了社区与社区的界限，
譬如我们与新港居委、安丘居委等居
民区都形成了共建，我们共同把男青
年业主先聚拢起来，吸引更多年轻人
进入社区。然后将他们培养成青年
志愿者，充实社区的年轻血液。”

团干部参与社区青年足球队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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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汇智、汇志、汇力 推动基层社区管理成效提升

打破社区“围墙”搭建青年“桥梁”

在一些新商品房小区，楼上楼下同坐电梯不相识的情况不少。
在虹口区的一些小区，通过青年团干部或青年“小巷总理”的力量，不
仅让隔壁邻居熟络起来，还破除了隔在社区与社区间无形的围墙，让
相邻社区甚至跨社区的年轻人也能来相会。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在社区中，还有一些青年“小
巷总理”不仅拆除了社区与社区间
的围墙，还试图将阻拦社区事务解
决的社区内部“栅栏”拆除。

2月6日上午，全市首创的“三
驾马车”合署办公在虹口区凉城新
村街道文苑一居民区正式挂牌。这
是该街道在大调研时，针对社区居
民反映最多的长期存在着的业主与
物业公司间矛盾而采取的一个实实
在在新举措。成立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公司联合办公室后，就能尽可
能避免互相踢皮球的局面出现。

“文苑一居委有个85后书记助
理贺馥珺一直在参与推进这项工
作。”曾经担任过虹口团区委副书记
的凉城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乐跃明
告诉记者，虹口首创“三驾马车”合
署办公模式的推进离不开社区年轻
干部的助力。在乐书记看来，年轻
人上网技能比较好，信息渠道比中
老年人多一点，懂得更多的法律知
识，擅长条例解读，能援引一些政
策，支撑居民区的工作。目前“三驾
马车”合署办公尚处在试点阶段，年
轻人还可以把居民区工作中一些好
的案例搜集起来汇编成社区案例。
一旦这一合署办公模式完善后，将
在27个居民区逐渐推行。

凉城街道团工委书记赵伊丽
也看中社区中的年轻力量。“现在
小区里80后社工还不少，三联办
公能推动他们在社区中大展拳
脚。譬如文苑一有个叫亚馨苑的
小区，由于物业退出导致小区管理
矛盾突出，乱停车现象频现。在居
委党总支的牵头下，几位青年社工
积极征询意见倾听居民诉求助推
业委会自主管理小区。经业委会
调整，在腾挪出来的空地上增加了

32个车位，不仅满足了本小区的停
车需求，还成为共享停车位，方便
周边小区共享。有了亚馨苑这个
成功样板，在业委会、居委会、物业
的三方联动下，文苑一的7个小区
经整治后多出了100多个车位。”
赵伊丽还认为，不少青年居委干
部、青年志愿者的脑子比较活，思
路比较清爽，能在社区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我们也希望青年能起到先
锋带头作用。

“拆除社区间的围墙不是一棍
子式的强拆，而是循序渐进式地潜
移默化。我们设想在虹口一个街
道先行试点联合专业第三方，在业
委会成立过程中增设青年专员。”
虹口团区委书记杨海涛介绍说，结
合大调研工作要求，虹口区委副书
记洪流明确要求，团青工作应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青年激
情热情，参与社区自治，体现成长
价值。团区委将在基层社区治理
方面，一是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
动青年机关干部下基层进社区，在
三会具体岗位上担纲担责，并以基
层青年对口联系的方式，扩大青年
在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活动的参
与度。二是结合党建带团建工作
要求，充分利用基层群团服务站点
和青年中心的平台优势，由基层团
组织或青年组织牵头，成立茶吧、
读书会、文体兴趣小组等，瞄准基层
需求热点，提供三会汇民意、听民
声、解民忧的有力抓手。三是结合
虹口区群团300公益项目采购和青
年领跑论坛、青年请直言公益创新
大赛等形式，在统筹资源下沉配送
社区的同时，以青年汇智、汇志、汇
力的方式，积极推动基层社区管理
成效提升。

如果说瑞一居民区吸引青年出
动的秘笈是足球的话，与之相邻的
新港居民区聚拢年轻人的法宝则是
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喝茶。

别的社区活动室都装修得中
规中矩，唯独新港居民区的活动室
有一寸二三十平方米的古色古香
的茶室。茶室上方还挂着“白领茶
吧”一块醒目的匾牌。

居民区年轻的“小巷总理”雷国
兴告诉记者，白领茶吧开张4年多了，
完全免费，对居民和白领也是分文不
取。她得意地介绍说：茶叶是由共建
单位的一位老总提供的，该老总在云
南有自己的茶庄，主动提出在社区做
公益，邀请喜欢喝茶的同好品茶提建
议。此外，净水设备也是共建单位赞
助的。社区里的四位茶艺师有三位
是青年志愿者，是一名高级茶艺师兼
禁毒社工挖掘的社区骨干，他们有一
名是银行白领，一位是家住瑞虹五期
的全职妈妈，还有一名是曾经的金融
白领现在的居委干部。

起初，雷国兴等居委干部会邀
请社区居民、白领来喝茶，但当知
道有这么一处雅致的好地方后，上
门者络绎不绝。“起初我们只针对
辖区内的居民、白领，后来通过口
口相传，也有跨社区、跨街道的年
轻人过来。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为
社区改革头脑风暴，以茶会友，结

识了各行各业的人脉。现在不提
前预约未必能坐到位子。仅2017
年我们的接待人次就达到1000多
人次。”雷国兴介绍说，现在居民区
的共建单位有40多家，白领多；社
区里是高端商品房多，造成这些社
区的特点是年轻人多、全职妈妈
多、新上海人多，现在通过茶吧这
一媒介让青年流动出来。

“别以为青年是只进不出的，
在收获了一丝丝暖意后，他们现在
对社区也有了反哺。”雷国兴介绍
说，通过白领茶吧，他们成立了新港
公益服务队联盟，开展六一微心愿
的认领，今年3月份还将遴选联盟
总干事，走出社区服务。联盟的40
多位成员很多是大咖级的企业高
管。“前不久上海大雪，联盟企业的
白领会帮我们一起扫雪。遇到过
年禁止燃放烟花，还会有一些企业
的年轻人来帮忙站岗。有的年轻
人有车，就将停在上街沿，派两个人
轮番值班，在风口中站累了就回到
车里休息，效率比老人高多了。”

在雷国兴看来，很多年轻人对
社区还是很有期待的，希望社区
信息能互通有无。他们也不希望
将社区的界限分得那么清。于
是，在街道牵头下又一个环瑞虹
自治共建体平台应运而生，希望能
拆除社区的围墙。

社区白领茶吧。 受访者供图

从独乐乐的白领茶吧到有朋自远方来

创“三驾马车”模式 避免互相“踢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