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好共同的“钱袋子”！
这些小区率先实施“业账社管”

读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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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湾小区是江北区的一个安
置小区，小区共有住房2860套，居民
6500余人。去年8月，云水湾小区业
委会成立，云水湾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严培培通过交叉任职，成为了云水湾
小区业委会副主任。

今年10月，云水湾小区开设了业
委会基本户，公共收益在该账户内实
施专款专用。“我们小区实施‘业账社
管’和‘业章社管’，小区业委会的章
就在我这里，小区的每一笔支出都须
填写《云水湾业主共有资金使用申请
函》，且须社区盖章确认。”严培培介
绍说。

由于每一笔支出都须经过社区
审核，严培培对这些支出都有印象。

“今年以来，小区对62部电梯地垫进
行了更换、设置了电梯指示牌，在小
区内建造了一个儿童活动场地、对小
区北门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了拓宽等，
这些支出，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在公

共收益账目清单上呈现。”
同样，在江湾花苑小区，万丰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胡蕴也是该小区的
业委会成员。2021年入职业委会的
她，承担着小区每个月的业委会收支
报表的核对工作，并定期向小区业主
公开。

对“业账社管”，胡蕴也深有感触。
她告诉记者：“业委会账目的公开透
明，减少了业主与物业、业委会之间的
摩擦，对小区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

记者从江北区住建局获悉，从
2018年江北区实施社区、业委会的交
叉任职以来，江北区已有40余个小区
的社区居委会负责人成为了业委会
成员，对推进“业账社管”起到了较大
的促进作用。

目前，江北区每个街道均已推进
了“业账社管”，进一步规范了小区公
共收益管理。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周巍 文/摄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
发展的时代，如何提升协同育人的智
能化水平，构建教育新生态？座谈会
上，代表委员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宁波市政协委员、象山县丹城第
四小学副校长侯珊红建议，家校社协
同育人“教联体”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搭建数智化平台。

梅旭东也表示，家校社各具优势，
如果将三种优势有机融合，就会发挥

教育的最大效能。建议由相关市级党
委部门来牵头，积极发挥教育、团委、妇
联等资源平台优势，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渠道。方案落地后，相关部门应通过学
习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聚
焦关键性的内容实时优化方案，如生命
教育创新实践，用接地气的案例引导孩
子正确认识情绪、接纳情绪、调节情绪，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

记者 樊莹 马亭亭/文 张培坚/摄

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打造协同育人新样态C

2023年 12月，江北区出台了《关于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及资

金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全面试行党建引领住宅小区

“业账社管”制度的通知》，在全市首创了“业账社管”制度并率先实施。

“业账社管”，是指业主大会委托业委会或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公

共收益账目及经营性收支，由社区党组织参与监督管理。

“业账社管”制度实施近一年来，成效如何？日前，记者走访了江

北区首批实施该制度的3个小区，了解该制度实施以来的实际成效。

江北区乐筑良品小区是一个交
付于2015年的小区，小区共有住户
710户。乐筑良品小区业委会主任沈
益波告诉记者，之前小区的公共收益
由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共管，收入纳入
物业和业委会的共管账户内，每项支
出须经业委会和物业负责人签字确
认。

“去年10月，小区设立了业委会
基本户，公共收益打入该账户内，实
施专款专用，按照支出资金的不同实
施不同的审批制度，比如1000元至
5000元的支出，须由业委会主任、副
主任签字；5000元至2万元，须由业
委会半数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支出金
额超过5万元，需召开业主大会，进行
招投标并公示等。我们业委会的公

章由社区居委会保管，每一笔支出，
社区都有知情权。”沈益波说。

实施“业账社管”制度后，该小区
的公共视频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除
去财政补助35万元外，由小区公共收
益支出35万元，这些账目清晰地呈现
在了公共收益账目清单上。

为了让小区公共收益账目更加
公开透明，该小区业委会特地开设了

“乐筑一家人”微信公众号，开设专
栏，用于“晾晒”公共收益账目。

实施“业账社管”制度以来，沈益
波最大的感受是：“小区的公共收益
更为公开透明，特别是社区介入监管
后，提高了居民对业委会的信任度，
小区业主更为齐心，大家劲往一处
使，管理小区事务的积极性更高了！”

小区公共收益账目更加公开透明

有利于社区良好氛围的形成

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
难点怎么破？

父母角色缺失、社会资源整合不够深入等，很长一段时间，家校社面
临用力不均、使力错位的难题。12 月 23 日，由宁波市教育局、现代金报
联合开展的“代表委员进校园”第一场活动，2 名市人大代表、2 名市政协
委员受邀走进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与校长、教师、家长代表面对面
交流，倾听一线声音。

“我们时常感叹，无论是焊工、电工
还是厨师等，现在做任何事都需要上岗
证书，而唯独父母这个最重要的岗位，
可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象
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校长李峥嵘提到，
不当的家庭教育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有着4年多教育一线工作经验的
宁波市政协委员、象山县政协副主席
梅旭东，谈到这个话题也是感触颇
深。“2005年，我曾以中学德育副校长
的身份出席过一个与家庭教育相关的
大会，并在现场发言。家校社协同虽
然提了很多年，但其重要性和实施途

径仍然值得深入探讨，比如家长在孩
子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梅旭东说。

他提到，现在的家长对于孩子教
育问题有着两极化的态度：有的“躺
平”几乎不参与，把孩子放在学校，学
习和心理发展等方面都让老师管；有
的太过重视，“超负荷”地让孩子上各
种培训班，使孩子学习压力过大，甚至
产生厌学情绪。究其原因，还是家长
缺乏正确的教育观，需要不断学习。
如果家长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和提升，
简单粗暴的管教则容易爆发家庭矛
盾，造成家庭教育错位的现象。

“家长也要‘持证上岗’”A

2014年，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
成立了“教育议事会”，开启了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的新篇章。在此基础上，
学校将话筒递给孩子，成立了“儿童议
事会”，探索“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学校
治理机制。儿童议事会成立后，学生
们在校内为课间文明、课业负担、食堂
管理等积极发声，校外参与社区微治
理，成为一支活跃在校内外的受欢迎
的队伍。然而，这项工作也遇到一些
难题。

学生家长代表陈维娜分享了一个
案例。她是象山县城市书房石浦馆的
一名志愿服务工作者，她的女儿是儿
童议事会成员，女儿和同学们发现，这

里可为学生们提供图书借阅、阅览自
修、阅读推广等服务，本来是一件好
事，但是在日常的管理维护中，还有可
优化提升的空间，于是她们想出了很
多解决的方法，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
上面，社会力量反而是滞后的，无法做
到很好的“协同”。

宁波市人大代表、象山县丹西街道
新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徐彩敏建议，一
是普及阵地建设，建议社区设立托班功
能室；二是由教育部门指导，帮助设立
合理的课程内容；三是充分利用校外培
训班资源，由政府部门把关、机构合理
定价；四是合理发挥家委会的作用，激
发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

用好区域性校家社协同育人资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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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进校园”第一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