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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公共治理

体系的最末端，涉及面宽、量

大、事多，面临着群众参与难、

资源下沉难等诸多问题。

如何破解？

国内不少社区，已将善行

善举量化为可触可感的数字积

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公共事

务管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善治格局。

2020 年 7 月，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

部还联合发出《关于在乡村治

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

的通知》，号召各地结合实际，

推广运用积分制。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前

者是单个社区的行为，后者针

对的是广大乡村。在探索街道

全域积分统筹的道路上，仓前

可谓是走在全国前列。

仓前何以先行？这少不了

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天时。近年来，随着余

杭从传统农业大区跃升至浙江

经济第一区，仓前经历了快速

的城市化过程。目前，仓前户籍

人口约 6 万人，流动人口约
15.6 万人，新杭州人占比超七
成，人口结构较为复杂。

原本以村为主的“熟人社

会”被突然打破，形成混居回迁

安置小区、商品房小区、商住公

寓等的“生人社会”。这种情况

下，仓前亟需营造一种社区大

家庭氛围，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社区治理，为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其次地利。仓前位于杭州

城西科创大走廊、未来科技城、

云城的核心区域，是杭州城市

重要新中心的“城市芯”。辖区

各个社区在建设未来社区过程

中，都建有数字化平台，并推出

相应的积分兑换体系。

从未来社区到全域未来社

区，关键在全域，重点是统筹。

仓前要想以街道为基本单元推

动辖区内未来社区一体化、特

色化建设，统筹全域积分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后人和。仓前一直是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2011
年仓前撤镇建街后，乡镇一级

的人代、党代会随之消失，但鉴

于居民参与街道各项事务的需

求没有改变，于是 2013 年仓前
诞生杭州首个街道民主协商议

事会议制。

仓前继续先行先试也不难

理解。积分制可以将抽象的民

主权利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可

量化的指标，使居民更加直观

地感受到自己的参与价值，而

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能保证积

分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值得一提的是，仓前将积分

取名为“CALLMe（米）”，有“找
我”之意。这可以理解为仓前发

起的一种邀约，诠释出“众人的

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关键要素，

即“我参与、我行动、我示范”。

现在，居民通过“看余杭”

客户端“我的村社”模块，完成

注册及绑定家庭，就能开通全

域积分兑换权限。

共建共治

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是基层治理的本质特点

和目标要求，有利于激活群众

的自治力量，进而形成共建共

治的良好局面。

如何引导居民有序参与到

基层治理中来？

仓前的积分首要目的就是

激励，为共建共治指明方向。

以往，社区事务常被视为

社区干部的“独角戏”，不少居

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认为事不

关己。仓前街道城建办相关负

责人吴凯介绍，为了变“要我

干”为“我要干”，居民在和美、

文明、治理、清廉、未来五个维

度的付出，都被量化为直观可

见的积分，并能以 10:1 的比例
作为现金使用。

当居民看到，无论是积极

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还是参与

平安巡防、消防排查、抢险应

急、结对帮扶志愿服务，抑或是

上报身边事，报告社区矛盾纠

纷、安全隐患等问题，都能获取

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或服务时，

参与治理的行为能带来实惠，

积极性自然被充分调动。

从治理实效层面审视，仓

前的积分，还促成了社区治理

的精细化与精准化。

一方面，借助积分数据，得

以精准洞察居民的参与偏好，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万和社区发现参与亲子

包饺子活动的积分申请格外火

爆，便知晓居民对这项活动更

为喜爱。如今，社区已筹划近期

再办数场。

另一方面，积分制吸引了

不同年龄、职业、特长的居民各

展其长。年轻人凭借技术优势

助力社区信息化建设；老年人

发挥余热，在邻里关怀、传统技

艺传承上发光发热。

在仓前，居民注册加入社

区达人，经社区确认后，一次性

可获得 100 积分。成功牵头举
办社团活动，每次可获得 50 积
分，每月最高 200积分。

居民李学定退休后，在创

景社区开办了一家惠民艾灸体

验馆，把中医文化和诊疗送到

家门口。提起仓前的积分，他直

接竖起了大拇指。

“惠民艾灸体验馆举办活

动，本就不是为了盈利。”李学定

说，很多居民过来消费，付出的

是积分。“这些积分积少成多，相

比金钱，让人更有获得感。”

很多商户也很乐于参加积

分兑换。正如一家便民超市负

责人所说，社区拥有庞大且稳

定的消费群体，通过积分兑换

吸引居民上门，能提升店铺形

象，拓展客源渠道。

在一枚枚积分的引导下，

不同力量仿佛百川归海，让社

区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

支持，难题得以各个击破。

全域共享

全域未来社区的发展终极

目标之一，是让全域居民共享

美好生活。

未来社区建设并非一蹴而

就，各个社区进度有快有慢。为

了破解未来社区运营难题，仓

前创新“片区赛马”，即按照地

理相连、规模相当、公服设施数

量和业务量相近原则，将下辖

社区划分为三个片区。

然而，片区与片区之间，能

提供的服务难免有所差异。

由太炎、葛巷、朱庙等社区

组成的产居梦想片区，定期开

展技能培训等活动；由向往、创

景、景腾、龙潭等社区的组成科

创未来片区，时常开展芯潮夜

市、草地音乐节等活动；由万

和、仓南、宋家山等社区的组成

和合万家片区，“一老一小”服

务体系相对完善。

在物质层面，怎样做到“雨

露均沾”，让每一位仓前居民都

能享受到全域未来社区建设带

来的红利？

积分，成为“破壁”的关键

钥匙。

居民手中的积分，可以在

仓前各个社区使用，包括但不

限于购物、理发、运动等。近日，

家住太炎社区的小陈，就用 100
个积分在线上免费预约了创景

社区的乒乓球馆。

“自从知道有积分，我们一

家都注册了账户，赚积分的热

情很高。”小陈说，虽然不同社

区的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有所

不同，但凭借积分，畅行无阻。

在精神层面，小小的积分，

也加深了居民对社区归属感与

认同感。

前不久，朱庙社区举办了

一场美食交流会。来自五湖四

海的居民纷纷亮出拿手好菜，

用美食诉说家乡的故事。部分

居民还带来才艺表演，现场其

乐融融。

朱庙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像这种活动，居民参与是纯

赚积分，还有些活动虽然需要

支付一定积分，但会有礼物相

赠。“现在，活动名额非常抢手，

有时候刚发布就报满了。”

居民为了积分携手合作，

在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

中，邻里关系日益亲密，从“陌

生人”逐渐变成“一家人”。朱庙

社区相关负责人说，这种精神

上的交融，有利于让居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积分制的推行取得显著成

效，但如果一成不变，村民的参

与积极性就有可能下降。如何

让这一制度运行得更长久，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仓前街道主要负责人表

示，仓前将坚持“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理念，通过集思广

益，在积分设置的科学性、兑换

流程的便捷性、监督机制的完

善性等关键环节下足功夫，让

积分制真正经得起考验，持续

为城市发展赋能，打造基层治

理新范式。

渊据叶浙江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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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探索野两众冶城市治理实践
余杭仓前小积分野换冶大未来
余杭正在纵深推进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新中心，意味着需要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体系重构。

作为新中心的“城市芯”，仓前街道下辖 10个城市社区，其中葛巷等 5个社区已成为未来社区，向往等 5个社区已完成未来社区建设。

2024年 5月，仓前还入选浙江首批全域未来社区试点镇街，是余杭唯一。

如何抢抓这一重大机遇，为新中心城市治理探出新路？仓前坚持党建引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理念，创新探索以“CALLMe（米）”

积分制打破社区治理壁垒，构建全域统筹的治理模式。

仓前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此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助力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发展”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探索

党组织引领下“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城市治理实践。

一枚小小的积分，何以撬动全域未来社区建设？

太炎社区的民主协商会议渊图片来源院浙江日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