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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月固定召开的‘居
业物’三方联席会议，将物业管
理、业委会决策和社区监督有
机融合。物业公司的年度计
划、月度安排全部公示在电梯
间，业主可扫码查看进度并提
出建议。”沈益波告诉记者。这
种“阳光管理”模式，使小区业
委会在2023年、2024年连续
被授予江北区优秀业委会称
号，居民满意度从70%上升到
了88%。

近日，江北区房屋安全和
物业管理中心支部来到乐筑良

品小区开展“党建赋能强管理，
携手共建促规范”活动，与街
道、社区、业委会、物业一起深
入交流党建引领“居业物”三方
协同、健全小区公共收益制度
等话题。江北区房屋安全和物
业管理中心物业专项资金管理
科科长薄素指出，乐筑良品园
的实践印证了“制度创新+技术
赋能”的治理效能。通过建立
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引入第三
方审计、完善公示体系，小区实
现了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
理”的转变。这种小区治理经

验正在全区复制推广，推动公
共收益治理向规范化、精细化、
人性化不断迈进。

在沈益波看来，守护“大账
本”的核心是守护民心。从财
务透明的“小切口”到社区治
理的“大文章”，乐筑良品园的
实践证明，当制度设计充满智
慧，当居民参与成为常态，当
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基层治理
就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的美好愿景。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周巍 徐彤

宁波市精神病院：
用爱点亮回归路
以专业守护康复梦

近日，宁波市精神病院荣获“浙江省助残
先进集体”称号。据了解，这家扎根精神卫生
领域多年的社会福利机构，首创多学科融合的
社会化精神康复模式和服务体系，每年服务
10多万人次，帮助上千个家庭重获新生。

从2009年开始，针对精神障碍者社会适
应性不强、病耻感重、社会接纳程度不高等现
状，宁波市精神病院院长陈亚萍带领团队，积
极探索多专业融合、医院和社区融合的模拟社
会场景康复模式，率先将社区治理理念运用到
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化康复中，为精神障碍者建
起爱心家园。

在这里，精神障碍患者不仅获得了专业治
疗，更通过艺术创作、辅助就业等方式，帮助他
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该院首创设立了“星
空画社”艺创中心，每周安排两天组织大家画
画，目前已收集画作上万幅。医院更是三次将
其中优秀的作品引入博物馆、美术馆展示，吸
引11万人次参观。许多观众留言表示，这改
变了他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

医院还启动了“心之语”项目，并注册成为全
国第一个精神障碍康复产品注册商标，以大家创
作的作品为蓝本，自主进行文创产品开发，目前
已开发了编织、布艺等30余种1.6万多件文创产
品，还摆进了南塘老街“印象宁波”文创店。

医院每年提供10余个辅助就业岗位，在
超市、厨房等模拟社会场景中，不仅让他们与
医院职工一起工作，还给予一定的报酬。患有
精神分裂症的张姐在厨房工作多年，她用积攒
的工资供女儿上学，疫情期间因岗位暂停而焦
虑，直到恢复工作才重展笑颜。

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康复出院后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该院还构建了“家庭、医
院、机构、患者”四位一体的康复体系，将服务网
络辐射到民政、卫生、公安、司法、村社等部门，通
过社区宣讲、上门走访、家属课堂、同伴支持等
形式，将机构的专业资源引入社区，为家庭提供
支持，营造良好的社区精神康复氛围，并创造性
的将精障亲友组织和家庭支持结合起来，用爱
心共同创立了精神康复社区“济心”品牌。

多年来，医院帮助一批又一批精神障碍者
回归社会、找回自我。该院的创新模式也获得
中残联、民政部等部门以及社会和同行的肯
定，先后荣获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精神分
裂症回归社会杰出贡献奖、全国助残日创业大
型助残活动最佳励志项目等荣誉。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陈亚萍表示，
未来将继续完善康复体系，让更多精神障碍者
有尊严地回归社会。说这话时，窗外的“星空画
社”里，几位患者正专注地涂抹着新画作，阳光
透过窗户洒在画布上，映照出他们重新绽放的
生命光彩。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林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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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业委会主任的
小区“大账本”

在江北区前江街道乐
筑良品园小区，业委会主
任沈益波用一套“财务透
明+资源链接+多方协同”
的组合拳，将小区公共收
益管理打造成了江北区社
区治理的标杆样本。

6月3日，记者从江北
区房屋安全和物业管理中
心获悉，江北区共有 205
个住宅小区，如今已有
70%建立公共收益制度，
而乐筑良品园以 100%的
账户开户率、制度覆盖率
和公示率，成为全区基层
治理创新的鲜活案例。

财务透明：构建数字时代信任体系

“信任是小区管理的基石，
而财务透明则是赢得信任的第
一步。”沈益波告诉记者。

乐筑良品园小区建成已有
10年，小区共有住户 739户。
如何让全体住户都能便捷地
看到小区的财务公示？沈益
波打破以小区公示栏为主导
的传统公示方式，搭建“线上
邻里之家”微信公众号，累计
推送76篇公告、2.5万人次阅
读量，居民对小区资金动态可

实时掌控。
“这种数字化透明机制，让

每一笔公共收益的流向都可追
溯：从电梯广告收入到停车场
租金，从维修资金使用到设备
采购支出，全部通过‘一清单、
一总表、一明细表’实现可视化
管理。”沈益波说道。

更具突破性的是业委会
基本账户的设立。2023年10
月，该小区通过引入小规模企
业纳税模式和专业财务公司

代理记账，建立起“业账社管”
的双重监管体系。在支出审
批环节，1000 元以下业委会
主任审批、2万元以上公示 7
天和 5 万元以上业主大会表
决的三级流程，配合物业发起
申请、社区审核、业委会复核
的全链条管控，形成了“流
程闭环”。这种严谨的制度
设计，让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成
为了江北区“业账社管”的示范
模板。

资源链接：破解老旧小区改造困局

地下停车场维修工程堪称
乐筑良品小区社区治理的“经
典战役”。

该小区地下停车场因年代
久远，地面起砂扬尘，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2024年9月，社区
组织业委会、物业召开居业物
红色议事会，共同商讨维修资
金、施工方案及责任分工。经
反复协商，决定向区房屋安全
和物业管理中心申请使用中
修以上维修资金，并召开业主

大会表决维修方案，全程公开
透明，保障居民的参与权与决
策权。

然而，维修工程的第一步
就遇上了难题——小区600多
辆私家车的临时停放问题得先
解决。沈益波团队通过小区

“红色议事会”机制，联动街道、
企业，争取到 26 亩临时停车
场，3天完成车辆清空。“车辆放
在停车场，夜间无人值守我们
不放心！”面对居民的担忧，业

委会向街道申请借用功能完善
的临时门岗，并为小区业主车
辆制作临时停车通行证，实现

“一车一证”，凭证停放。
施工期间，物业实施24小

时安保值守、台风应急响应、质
量监督小组等举措。最终，东
西区地下室17000多平方米的
维修工程在短短两个月内高质
量完成，物业企业悬挂感谢横
幅，迎接业主爱车归来，极大增
强了小区凝聚力。

多方协同：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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