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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治理”模式
让各民族居民融洽相处

9 月 7 日，烈
日当空，海曙区西
门街道汪弄社区
旁的卖鱼河边，几
名志愿者正在巡
逻，领头的人还扛
着一面旗子，上面
写着“汪弄社区民
族护河队”。巡逻
过程中，如果看到
有人往河里扔垃
圾，他们会赶紧上
前劝阻；如果看到
河边花坛里有垃
圾，他们也会捡起
来，放到随身携带
的垃圾袋里。

汪弄社区总
面积约 0.35 平方
公里，除了汉族居
民，这里还住着
130 多名少数民
族居民，包括回
族、满族、苗族、壮
族、土家族等 20
余个少数民族。
为此，汪弄社区始
终坚持“民族+治
理”模式，依托民
族护河队、民族平
安志愿者服务队
等载体，推动社区
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

今年82岁的张仲器是回族人，出生
在宁波，1996年搬到汪弄社区居住。

汪弄社区周边有三条河，分别是卖鱼
河、西塘河和北斗河。卖鱼河边有不少餐
饮店，生意好的时候，店家会把餐桌延伸
到河边放置。有些顾客在吃饭时，会把餐
巾纸、食物残渣、烟头等扔到河里，久而久
之，卖鱼河慢慢发黑变臭。

宁波开展“五水共治”后，张仲器打算
成立一支民族护河队，一方面可以让少数
民族居民融入社区，另一方面也能为社区
的“五水共治”贡献一份力量。他的想法
立即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短短一周
内，报名参加护河队的少数民族居民就有
20多人。

“护河队成立后，我们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劝说、督促河边的餐饮店注意环境卫
生。”张仲器说，队员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
作，但餐饮店店主一开始并不积极配合，
表示乱扔垃圾的是顾客，他们管不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强调，店家要
有‘门前三包’意识，卫生没做好，就是店
家的责任。”张仲器说，慢慢地，社区边的
三条河越来越干净清澈，护河队巡逻频次
也从每周一次下降到每月一次。

目前，共有40余名各族居民长期坚
持参加护河队，以及由护河队衍生出来的
民族平安志愿者巡逻队。10多年来，队员
们成功劝阻350多起不文明行为。

民族平安志愿者巡逻队主要工作是
常态化在小区内开展巡逻，及时掌握小区
内的安全、环境卫生、违建、居民纠纷等情
况，并向社区报告，成立8年来，共计处
理、反馈各类大小问题1200多起。

张仲器成立民族护河队的想法之
所以能一呼百应，是因为他是社区少
数民族居民心中的“好大哥”。多年
来，张仲器一直在社区从事调解工作，
至今还定期在汪弄社区的民族文化馆
（现为“石榴红家园”）里“坐诊”，为少
数民族居民解答疑惑、提供帮助。

“在调解的时候，我坚持三条原
则，那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自愿
接受。”同时，张仲器还自学了不少法
律知识，他认为只有学法懂法用法，才
能更好地处理矛盾纠纷。

在一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有
社区志愿者找到张仲器，请他去家里
调解婆媳矛盾。这名志愿者的母亲已
经80多岁，妻子是回族人。婆婆年纪
大了，耳背，有时说话又说不清楚，妻
子就有点嫌弃；而婆婆对儿媳的一些
生活习惯则不是很理解。

张仲器和婆媳两人都聊了聊，发
现双方的主要矛盾还是生活习惯和语
言障碍，特别是饮食习惯相差较大，经
常因此发生口角。

“我就跟媳妇讲，少数民族和汉族
是一家，更何况婆婆也是自己的妈
妈。”张仲器表示，面对婆婆，他则主要
从家庭和睦的角度进行劝说。

上门做了几次思想工作，婆媳关
系慢慢融洽了。不过，不放心的张仲
器会隔段时间就上门回访一下。

同时，社区还为张仲器和他的团
队申报了“民族团结大牵手”公益创投
项目。该项目以“促进互相交流、促进
团结共处、促进社会稳定”为原则，带
领各族居民参与种类丰富的主题活
动。如今，该项目已累计开展民俗文
化交流讲座、美食荟、爱国影片观看、
家风家训等各类大小活动57场，辐射
各民族居民600余人次。

2016年，得益于这个项目的良好
运作，张仲器更是将服务对象扩大至
整个西门街道辖区。

随着张仲器的年纪越来越大，考虑
到他的身体状况，社区为他物色了一名
接班人——42岁的土家族居民覃金梅。

土家族最艳丽的服装是姑娘的嫁
衣。覃金梅2009年嫁到宁波，搬过好
几次家。但每辗转一处居所，覃金梅都
会将珍藏的嫁衣悉心打包，再妥善安
放。在汪弄社区定居后，她渐渐融入民
族大家庭。得知社区筹建“石榴红家
园”（前身为汪弄社区民族文化馆），她
将自己的嫁衣无偿捐献，并在“石榴红
家园”里展示。

“我们将继续坚持‘民族+治理’模
式，促进社区的民族融合，推动社区治理
水平不断提升。”汪弄社区党委书记王寅
婷说，这些年来，社区推出了不少创新做
法，来丰富和充实“民族+治理”模式。

比如，绘制特色网格地图，各民族
居民底数“一门清”。动员各网格在日
常巡查走访过程中，全面摸清辖区各单
元楼道居民的民族成分构成、居住人口
情况、重点服务需求，以此为依据绘制
特色网格地图。

探索“定点接访、重点约访、主动家
访、定期回访”模式，通过与各民族群众

“面对面”“点对点”交流沟通，第一时间
了解他们的所盼所急所难，形成民族工
作月度清单，让居民服务工作有的放矢。

同时，搭建综合服务平台。2022
年，成立“石榴红家园”，链接统战、政
协、人大、公安等资源，依托“翠柏里同
心云播间”“政协委员工作室”等载体，
至今已累计开展困难帮扶、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矛盾调解、文体娱乐等活动
200余次，覆盖群众千余人次，营造了民
族团结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汪弄社区先后荣获“海曙
区民族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2023年
被评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培
育单位。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丁雷杰

基层治理“绣花针”

护河队：
成立10年持续巡逻保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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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矛盾用民族融合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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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
究院特邀研究员汤啸天：

除了汉族居民外，汪弄社区里
还居住着130多名少数名族居民，包
括回族、满族、苗族、壮族、土家族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我们可以称之为

“民族互嵌社区”。
与单一民族聚居区有所不同的

是，“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更具特
别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
程中，尤其需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
社区”的场域情境，运用多元文化、
不同习俗之间的共同道德意识，促
进民族交流过程中的有序衔接，提
升多民族交融发展的治理效能。

从“民族护河队”“石榴红家园”
等工作的成效看，这个社区的“民
族+治理”模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成
功探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互
动交往中形成的共休戚、共存亡、共
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同心
圆。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推进这一探
索，深刻把握民族之间特质性与共
生性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在生活相
近、居住空间相同的“民族互嵌社
区”，实现思想相和、情感相通、文化
相美、经济相荣。

民族护河队在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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