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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家 首府：解锁“铁三角”奏响基层共治强音
●本报记者 刘沙沙 安娜 杨永刚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成效
关系到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年来，呼和
浩特各街道社区构建“网格党小组+专职网格
员+楼栋（单元）长”铁三角治理模式，通过三方
紧密配合，为基层治理的“多元方程”求解，开辟
出一条充满活力的新路径。

万通路街道：奏响为民服务“幸福曲”

傍晚时分，新城区万通路街道水岸小镇小
区的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网格员张婷像往常
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巡查工作，正准备回家。突
然，她看到一位老人在小区里东张西望，神情迷
茫。张婷赶忙走上前询问老人情况，同时在社
区网格群里发消息打听。没一会儿，网格员孙
青就认出这是自己负责片区的居民，于是赶紧
联系家属，把老人安全送回了家。当家属道谢
时，两位网格员笑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样的暖心事儿，正是万通路街道创新推
行“铁三角”微治理模式的生动缩影。

万通路街道各社区打造“网格党小组+专职
网格员+楼栋（单元）长”的“铁三角”治理架构。
网格党小组书记当起了楼栋长，业委会成员成了
单元长，219名社区党员也主动下沉到网格，他们
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民情收集员，更是矛盾调
解员，成了居民身边的“活地图”和“贴心人”。

“铁三角”的优势在于快速响应。网格员日
常巡查中，既能像张婷那样敏锐发现独居老人、
儿童等群体的突发需求，也能通过“村居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破解跨部门难题。

支农社区：绘就“全龄幸福”生活服务圈

“小王，我家厨房水管又漏水了，能不能帮
忙联系物业？”“李奶奶您别急，我马上联系！”在
赛罕区人民路街道支农社区的老旧小区里，专
职网格员接到居民电话后，立刻联系楼栋长和
物业人员，不到半小时，维修师傅就上门处理。

这是支农社区依托“网格党小组+专职网格
员+楼栋（单元）长”构成的“铁三角”微治理新模

式服务居民的一幕。
近日，记者走进支农社区，处处感受到“全

龄幸福”生活服务圈带来的温暖与便利。在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孩子们在志愿者
的陪伴下做手工、读绘本；不远处的康养驿站
内，老年人们围坐在一起，有的在下棋，有的在
接受义诊。

支农社区“一老一小”两大重点人群占辖区
人口总数 65%以上。面对庞大的重点服务群
体，社区党委充分发挥优势，平均每300至500
户确定为一个网格，共划分 14个单元网格，全
面推进“铁三角”治理模式。14名专职网格员穿
梭在大街小巷，流动党员、在职党员担任的楼栋
长、单元长积极响应，再加上社区民警、物业服
务人员、居民骨干等多元主体，共同编织起一张
精细化的基层治理网络。

三顺店社区：破解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多亏了社区‘铁三角’团队的帮忙，现在

单元的旧水管更换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吃水
难的问题了！”提起前不久解决的烦心事，回民
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祥和五区居民王女
士连连点赞。不久前，作为单元长的周阿姨在
日常走访中发现居民吃水难问题，随即通过
社区“红蓝民情单”将问题反馈到社区，收到
消息后网格员小郭立刻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网格党支部当天便组织了党员、业委会成员、
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召开议事协商会。经过多
方协调，更换了破损管道，解决了小区吃水难
的问题。

三顺店社区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通过“网
格党支部+专职网格员+楼栋（单元）长”基层治
理“铁三角”协同模式，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
联动、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据三顺店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成立了
8个网格党支部，选优配强网格党支部书记和
委员，建立“支部书记包网格、支委包楼栋、党
员包户”责任体系。围绕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定期召开“居民议事会”，组织党员、居民
代表，面对面协商解决方案。此外，网格党支
部牵头建立“红色物业联盟”，联合辖区物业公
司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安全隐患排查等行动，
为辖区居民营造舒心、安全、宜居的社区环境。

网格员是连接网格党支部与居民的重要
桥梁，三顺店社区推行“五维联动”工作法，即
网格长统筹调度、网格员精细管理、网格指导
员（在职报到党员担任）专业赋能、兼职网格员
民情联络、志愿团队公益服务五大力量，构建
起“责任共担、资源共享、服务共融”的治理新
格局，实现基层治理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
治”的跨越。

单元长作为“铁三角”的重要补充，在单元
内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三顺店社区充分挖
掘调动辖区的热心居民、热心党员担任小区的
楼栋（单元）长，一方面协助网格员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及时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网
格员和网格党支部，为社区决策提供参考。

小善大爱·青城微光记

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

退休后有了新选择，比如重

回“校园”选课深造，上“兴趣

班”。为满足老年群体的需

求，近些年呼和浩特市多个

社区开设老年大学。舞蹈、

书法、太极拳、八段锦……丰

富多彩的课程让老年人在

“银龄课堂”上焕发活力，找

到幸福的密码。近期，记者

走访多所社区老年大学，与

老年学员共同感受快乐与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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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娜）近日，呼和浩特75路公交车
上演了暖心一幕。驾驶员赵冬冬用一元钱，为手机
支付出现故障且身无现金的乘客垫付车费，这一小
小善举，让车厢内充满温暖。赵冬冬长期随身携带
零钱，专门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乘客，用实际行动诠释
公交人的善意。

事情发生在5月8日，正值出行高峰期。赵冬冬
驾驶的 75路公交车，稳稳地行驶至内蒙古传媒中心
公交车站。乘客们如往常一样有序上车投币或刷卡
乘车。最后一位女乘客却在投币箱前停住了脚步，
面露窘色。她不停地操作手机，随后又在包里慌乱
地翻找，但最终也未能完成支付。没等女乘客开口，
经验丰富且细心的赵冬冬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缘由。
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
元钱，递给女乘客说：“先投币，别耽误时间。”女乘客
接过钱连声道谢：“师傅，太谢谢您了，下次乘车一定
把钱还给您。”赵冬冬摆摆手说：“没事儿，出门在外，
谁还没个不方便的时候，别放在心上。”车内目睹这

一幕的乘客，纷纷向赵冬冬竖起大拇指。一位年长
的乘客高声称赞：“司机师傅人真好，一元钱虽不多，
但解了乘客的难题，让我心里暖暖的。”

由于此后一直没有遇到赵冬冬，这位受帮助的
乘客拨通75路公交车车队长的电话表达了对赵冬冬
的感谢之情。

5月19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赵冬冬。面对
记者的镜头，他有些腼腆，直言道：“我一直都有带零
钱的习惯，专门用来帮助遇到困境的乘客。这真的只
是一件小事，就帮忙垫付了一元钱，没啥值得表扬
的。”

公交司机暖心垫付一元钱 解乘客燃眉之急

近日，赛罕区仕奇社
区妇联组织了一场模范
家庭座谈会，邀请辖区内
多对模范老夫妻齐聚一
堂，分享家庭故事，传递
幸福能量。社区妇联还
要邀请摄影师为银龄夫
妻拍摄照片。

■本报记者 于亚军 摄

模范夫妻
齐聚一堂

家门口的“银龄课堂”让老年人幸福感爆棚

5月12日，新城区呼伦贝尔北路街道办事
处新雅社区老年大学声乐课教室里琴声悠
扬，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唱歌发声技
巧。他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课间休息时还
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分享歌唱经历，教室里充
满欢声笑语。

八段锦和瑜伽课上，学员们精神抖擞，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动作整齐划一。“我很喜
欢八段锦，自己在家练习效果不好。社区老
年大学有老师指导，学员之间还可以互相探
讨，效果好多了。”59 岁的李淑萍阿姨对记
者说。

手机应用课上，学习氛围更是浓厚。“上
了四五节课后，我使用手机已经得心应手。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记录生活，我们也不能落
伍，必须用心学。”72岁的苏爷爷说。

新雅社区老年大学位于社区老年活动中
心，是专为60岁以上老年人打造的集学习、交

流、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平台。自 2024
年 7月开课以来，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温馨
和谐的学习环境，让银发学员找到归属感，享
受充实的晚年生活。

呼伦贝尔北路街道办事处副书记何国俊
介绍，新雅社区老年大学通过丰富的活动，帮
助老年人保持思维活跃、充实精神世界、提升
生活质量，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

“玩转智能”短训实践受青睐

每周三上午，土左旗老年大学悠乐城社
区分校教室内，葫芦丝旋律悠扬回荡。自
2023年 11月该分校揭牌以来，这里便成为老
年人的“快乐充电站”。今年1月，悠乐城社区
分校又新增老年科技大学教学点。课堂上，
志愿者手把手教授老年人使用微信视频通
话、手机挂号缴费等技能。72岁的李阿姨举
着手机兴奋地说：“现在我能视频‘云’看孙
子，还会手机买菜了！”

记者采访的 15位 63岁至 75岁的老年人
表示，自己想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电脑软件，
并且智能技术学习需要短训实践。

“想学习微信支付、点外卖，最好少讲原
理，直接教手机操作步骤。”今年 67岁的刘先
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首府部分社区老年大学
的老师会不定期指导学员用手机摄影记录生
活、下载使用软件、掌握微信基础功能等，帮
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

高校老师授课助追梦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
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5
月 14日，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中山里社
区艺之梦老年大学的教室里，内蒙古葫芦丝
巴乌协会会长荣恒宙正在指导学员演奏。

中山里社区艺之梦老年大学葫芦丝班开
课后，68岁的李大爷得知葫芦丝班的授课老
师是荣恒宙特别开心。“以前忙忙碌碌，现在
退休了终于能把年轻时的梦想追寻回来。”李
大爷说。

中山里社区书记赵鹏飞介绍，该校秉持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服务群众”的理念，结
合老年人学习特点，开设声乐、舞蹈、葫芦丝、
书法、柔力球 5门课程，授课教师大部分为科
班出身，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记者调查发现，除聘请社会专业人士外，
部分社区老年大学还与高校共建师资，为银
发学员上课。例如，新城区阿尔泰社区老年
大学由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的老师们授课，
赛罕区巴彦街道老年大学引入了内蒙古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师资。

量身打造特色课程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回民区三顺店社区老年大学的京剧教室里，
68岁的张建国正亮开嗓子，水袖随唱腔翻飞；

隔壁的非洲鼓教室内，70岁的李淑芬阿姨跟
着欢快的鼓点挥动手槌；走廊尽头的舞蹈室
中，身着鲜艳服饰的老年学员踏着旋律翩跹
起舞……

从清晨到日暮，歌声与乐声交织，不仅吸
引本社区居民，更让周边小区的老年人也慕
名而来。72 岁的王桂兰作为合唱团的“元
老”，她坦言：“刚来的时候，我连简谱都认不
全，现在不仅能合唱《茉莉花》，还会用手机录
视频发给孙子看！”

三顺店社区副书记马思瑶介绍，社区老年
大学邀请专业老师、挖掘社区能人，逐步开设
各类特色课程，有民族舞、诗朗诵、合唱团等十
余门课程可供学员选择。社区老年大学还将
不断“升级”，计划增设中医养生、智能手机应
用等课程，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
乐趣。

65岁的赵叔叔曾是“宅家一族”，自从加
入诗朗诵班后性格日渐开朗，还结交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前总觉得自己老了，现
在每次登台收获掌声，心里特别自豪！”他的
话道出了许多老年人的心声。

上社区老年大学需要什么条件？
哪些课程受欢迎？

社区老年大学课程丰富、价格亲民，提升
了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符合什么样的条
件才能上老年大学，社区老年大学里哪些课
程更受老年人欢迎呢？

中山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山里社
区艺之梦老年大学招收学员年龄在50周岁至
75周岁，具有一定文化基础，身体健康且能正
常参加学习活动的辖区居民均可报名参加。

阿尔泰社区负责人表示，阿尔泰社区老
年大学招收学员的条件为年龄在45周岁至65
周岁，身体健康且无基础疾病的居民均可报
名。

赛罕区锦泰榕城社区欣怡老年大学已经
开办两年，设有葫芦丝、舞蹈、模特、声乐、书
画等课程，学员有百余人。据介绍，该社区老
年大学招收年龄在60周岁左右且身体健康的
辖区居民。

“新雅社区老年大学的课程涵盖了健康
养生、文化艺术、信息技术、法律知识、手工制
作、语言学习、手机应用、诗歌朗诵和八段锦
等多方面的内容。课程安排由社区统一把
控，并根据学员的反馈进行灵活调整。这些
课程凭借其丰富的内容和实用的教学，收获
了辖区老年人的一致好评。”何国俊介绍。

据了解，全市大部分社区老年大学收费
标准为一学期 150元至 200元不等，具体招收
学员年龄的标准、授课的科目各有不同，有相
关需求的老年人可自行前往所在社区咨询了
解。目前比较受到老年学员喜爱的课程有合
唱、养生操、声乐、民族舞、国画、书法、美术、
摄影等。大部分老年人偏爱选择娱乐休闲类
课程，少部分的人选择生活技能类、健康保健
类课程，也有一些高学历老年人选择信息技
术类课程。

演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