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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文/图

  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赵家楼社区，社区居

委会的大门随时向居民敞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金坤范说，居民有事找社区是出于信任，“他相信

你才来找你”。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金坤范更忙了：“只要上

级、居民一个电话，不管几点，不管人在哪，马上赶到

工作现场。”

  曾经，在金坤范的印象中，基层社区工作无非就

是“胳膊别上红袖章，每天在辖区里溜达几圈”。

  如今，她在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中工作了近14年，从一名普通社工做到了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再苦再累，她从未退缩，因为她

坚信：在这个服务百姓、连接政府、回馈社会的岗位

上，能大有作为。

从高薪白领到普通社工

一度因工作琐碎而委屈

  回想起自己在社区这一路的成长时，她这样形

容：有苦涩，有失落，更有成就与收获。

  2007年以前，金坤范是一名公司白领，工作强度

大、薪水也高。为了能多陪伴即将上小学的女儿，她和

从事医务工作的丈夫刘更槐商量后，辞掉了这份工

作。半年后，闲不住的她经邻居介绍，通过招聘考试，

进入社区做起了社区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她笑

言：“那时选择去社区，就是想找一份工作轻松、能顾

家的工作。”

  让金坤范没想到的是，社区工作一点也不轻松，

而自己竟然一干就是14年。

  “小节小忙，大节大忙”，是对社工工作状态的真

实描述。金坤范入职建国门街道大雅宝社区不久，就

赶上两项重大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

60周年。做宣传、挂彩旗、组织人员、维护秩序……金

坤范忙于一项项繁杂的工作中。

  起初，金坤范也曾动摇过。每次社区组织社工在

户外清理小广告、垃圾时，她都会因为做这些“灰头土

脸”的工作而感到不好意思。但看到小区居住环境变

好了，听到居民的称赞，加上丈夫的鼎力支持，她坚持

了下来。

  两年间，金坤范竞聘成为社区服务站副站长，同

时兼任“网格格长”。2010年，东城区被确定为全国和

北京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实现“网格全覆

盖、工作零缝隙”。网格，是比社区更小的单元。每个

“格”中有“格长”、“格警”、司法工作者、消防员等7种

力量支撑。作为“格长”，金坤范基本“啥都管”，从清

理卫生死角到开办“老年餐桌”，都属于她的工作

范围。

  “入户”是她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网格”里的老

住户习惯了有事找“金子”。每次为居民解决了实际困

难，金坤范心里都会充满成就感。有时女儿琪琪调侃

说，妈妈从一个时尚人士变成了居委会“大妈”，而金

坤范渐渐发现，自己对社区工作有了认同感，她不再

为做社工而感到难为情了。

  2012年，东城区原干面社区和禄米仓社区合并，

成立了金宝街北社区。经社区“两委”换届选举，金坤

范被调到该社区担任副主任，分管综合治理、调解、文

体，主抓精神文明和妇联工作。金坤范感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更重了。有时，为筹备一个活动，写一份公益项

目策划书，她会跟自己较劲，一遍遍推翻重做，也会为

了布置一个活动会场忙得顾不上吃午饭。

  金坤范见证了基层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2015

年，东城区完成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与网格

化城市管理体系的“两网融合”，带来了全区社会治

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社区服务窗口由“指定窗口”向

“综合窗口”转换，服务人员、接线人员由“专科医生”

向“全科医生”转变，百姓办事，不会再遭遇“踢皮

球”了。

成为社区“挑大梁”的人

一堆遗留难题摆到面前

  回想起当“副手”的日子，金坤范直言：工作是安

稳的、充实的，也是“按部就班”的。遇到棘手、“急难险

重”的事，她可以向“一把手”——— 社区书记求助，关键

时刻，有社区书记在前面顶着。

  在“副手”位置锻炼了几年后，金坤范自己也成了

“一把手”：2018年年底，45岁的她正式当选为建国门

街道赵家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成了那个在

社区“挑大梁”的人。

  赵家楼社区位于二环内，地处中心城区，当年这里

的居民楼既不“好看”、也不“好住”，隐藏了太多的岁月

痕迹。楼龄老化，长期缺失物业管理，让这里成为“失管

小区”，社区治理工作一度让社区工作人员头疼。

  赵家楼社区党委副书记徐爽记得：“金书记刚来

赵家楼时，经常被气哭，没少掉眼泪”。

  据金坤范回忆，刚上任当书记的日子里，每天一

上班就有居民上门反映各种问题，下水道堵了、燃气

漏气了、灯不亮了、暖气不热了……

  赵家楼社区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建于1988

年，楼里共有5个单元，住着91户居民。由于企业亏损、

改制、转让等多种原因，致使院内长期无人管理，环境

脏乱。居民习惯了大杂院的生活方式及单位宿舍服务

全包的模式，尚未形成“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连收卫

生费都很难。

  这样的老旧“失管院”，在赵家楼社区共有10个。

  2019年3月，建国门街道党工委围绕居民诉求，在

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率先启动“党建惠家”品牌

项目，成立了该项目临时党支部，尝试引入非公物业

管理企业，积极探索“社区+非公企业+居民”共同参与

老旧小区治理的新路径。

  刚开始，项目筹备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赵家

楼社区党委开展居民动员工作中，金坤范第一次给居

民开会，就屡次被居民的埋怨声打断。“你到我家去看

看，不解决问题说多少都是白搭”“物业来了不就是为

了收费嘛”“你一上任，就要收我们老百姓的钱”……

面对居民的质疑和埋怨，本来怀着一腔热情的金坤范

回到办公桌前，偷偷掉眼泪。

  但金坤范心里明白，作为社区“一把手”，工作仍

要继续推进，还得寻找解决方法。为破解僵局，金坤范

发动居民楼内的在职党员、退休党员、居民代表等一

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同时，社区党委号召党员周末

开展大扫除，带领居民自己动手打扫楼道卫生，清理

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废旧家具和车辆。大扫除时，金

坤范跟大家一起埋头干活。

  在临时党支部的示范带领下，院内居民还共商共

治，完善了院内居民公约，居民们的主人翁意识逐步

建立起来。很快，临时党支部在另外几座居民楼也成

立了临时党小组。“街道工委—社区党委—项目临时

党支部—临时党小组”四级组织联动，深入调研、实地

勘察并征集群众意见，发挥带动作用，引导居民参与

到项目建设中来。

  为培养居民“花钱购买服务”的意识，社区党委以

居民需求迫切的智慧门禁为突破口，尝试要求每户居

民承担更换智慧门禁系统的部分费用，经过细致沟

通，100%完成了门禁费收缴工作。

  居民转变观念需要时间，金坤范向物业公司提出

了“先尝后买”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物业公司免

费对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进行基础设施的隐患

排查，免费派驻保洁人员，在小区内定时定点进行卫

生清扫。

  一年后，“党建惠家”项目初见成效，大羊宜宾胡

同31号院1号楼的电线、网

线等线路捋顺了、管

道疏通了、破损

窗户换新了、各单元安装了智慧门禁，严重困扰居民

生活的难题一个个得以解决。小区整体面貌有了很大

改善。“党建惠家”项目经验也拓展至赵家楼社区的其

他居民楼。

  金坤范说，在赵家楼社区老旧小区治理过程中，

“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理念贯穿始终。

  2020年5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赵家楼

社区居民对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认可度加深，居民对

社区治理、物业服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10个“失管小

区”全部成立了物管会。

居委会大门向居民敞开

人地事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赵家楼社区，社区居委会的大门随时向居民敞

开。居民有事找社区是出于信任，“他相信你才来找

你”。金坤范常常提醒社工，在处理居民问题时要有耐

心，“如果居民来一次被拒绝了，下回再有事他可能就

不来了”。

  刚做社工时，金坤范觉得社区工作就是处理那些

“婆婆妈妈的小事儿”，永远不会有“惊天动地的成

就”。现在她懂得，要是这些琐碎问题没有解决好，就

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

  她也经常提醒自己，要多站在居民的角度、立场

去体会、理解居民。居民的每一个诉求都是有根源的，

有的居民在反映问题时表现得不太冷静，可能跟他的

家庭环境或经历有关系，面对这样的居民，要从社会

学和心理学的专业角度去分析去接待。

  根据金坤范的经验，要把一些居民反映的问题按

照流程及时反映给政府职能部门，问题暂时没得到解

决的，也要向居民及时做好解释：对这些诉求社区是

如何做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居民往往会

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示理解，他会觉得“你心里有他，

社区重视他这件事”，说到这里，金坤范笑了，“来反映

问题的居民也是很可爱的”。

  忙起工作来，金坤范经常忘记回复女儿的信息。

琪琪曾开玩笑说，“妈妈不爱我了”，“在家时，跟妈妈

说半天话，她都没有回应，妈妈人在家里，脑子里还想

着工作”。而用丈夫刘更槐的话说就是，“金坤范自从

到赵家楼当书记，家里的事就顾不上了”。

  如今，金坤范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迎难而上。但

遇到“替老百姓着想、做事却得不到理解”“有些居民

的个性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跑到社区来发脾气”的

情况时，她还是会感到委屈。

  在徐爽眼中，金坤范“要求高”，是个严厉的

人——— 她要求所有工作都尽善尽美，给社工的压力比

较大；她对自己也很严苛，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

过在她的高要求下，最终受益的是社区群众。这几年，

社区变化很大，居民们对社区工作普遍表示认可。

  有人说，社区书记是“小巷总理”，金坤范觉得这

个比喻很贴切。她也要求自己对赵家楼辖区内的人、

地、事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赵家楼社区，共有14名社工。“虽然人不多，有

凝聚力就能干出成绩来。”金坤范时刻提醒自己要“抓

班子，带队伍”。她把“三牛精神”抄在纸上，放在一抬

头就能看到的地方，时刻激励自己。

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思路

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2019年，北京全市152个街道全部完成“大部门制”

改革，机构职能从“向上对口”转为“向下对应”，部门

设置全部围绕居民的日常生活诉求。也是在这一年，

《北京市居（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工作指导规范》

出台，同时，北京市持续开展社区减负增效，市级部门

下派到社区的填报表格精简为7个部门的7项，社区盖

章证明事项减少到3项。

  2020年1月1日，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街道办的地

方法规《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正式施行。5月1日开

始，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家楼社区的工作也迎来新的

挑战。

  比如社区刚开始开展垃圾分类的时候，有些居

民不适应，拦住金坤范抱怨道：“家门口的垃圾桶撤

了，遇到下雨天，我要多走二三十米扔垃圾，太麻烦

了！”这也让金坤范意识到 ，需要加强针对性的

宣传。

  一年间，赵家楼社区通过张贴海报、举办知识竞

赛、组织专题培训等形式，在社区广泛宣传垃圾分类

小知识，并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组织丰富多彩的线

上线下活动等，持续强化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和指导，

在辖区形成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浓厚氛围。

  此外，社区还配备了绿色生活驿站、流动收运点

位、流动回收车；增加了垃圾分类指导员、“小巷管

家”、公共文明引导员等居民志愿者；紧紧抓住“一老

一小”，充分调动老人和孩子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主题

活动，从而带动更多人一起参与其中……多措并举帮

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如今，在赵家楼社区，居民们基本对垃圾分类形

成了习惯，抱怨声没有了，小区环境变得更好了。

  金坤范认为，基层治理要围绕着老百姓的诉求进

行。怎么才能知道老百姓的诉求呢？面对面倾听。金坤

范很少待在办公室，在“微信运动”的记录里，她每天

走的步数都能达到一万多步，“找过我的居民都有我

的手机号和微信号，他们有事时可以直接联系到我”。

  赵家楼是一个充满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举世闻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就发生

在这里，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金坤范介绍说，赵家楼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

思路，将党建更好地融入居民、服务居民。2021年3月，

社区举办了“百年百言祝福党”庆祝活动。活动现场，

赵家楼社区宣布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嘉兴海宁

市硖石街道西山社区结成姐妹友好社区。

  活动中，京浙互联“未来社区实验

室”宣告成立，金坤范希望以“未来

社区实验室”的建立为契

机，让“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的思想融入社区治理

之中，以这个实验室为平台，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一线抗疫总是冲锋在前

基层治理善于发动群众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在金坤范

的手机里，还保留着2020年春节社区第一次召开疫情

防控会时建立的微信群，群名为“除夕夜”。疫情下，基

层社区的工作量一下子大了很多，对于所有社区工作

者而言，抗疫工作成为一项重大考验和锤炼。

  两年多来，紧锣密鼓地处理上级下派的大数据，

接送集中隔离人员，组织全员核酸等防疫工作，成为

社区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4月27日，记者在赵家楼社区核酸检测点见到金

坤范时，她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在现场维持秩序。这天，

为方便居民，按照北京市统一部署，核酸检测从早上6

点就开始了。对于凌晨五点半就到达核酸检测现场的

金坤范和社区工作者来说，这是漫长的一天。

  金坤范的手机不时响起，几个小时里，为处理工

作，她需要多次从核酸检测点走到社区办公室，再从

办公室回到检测点。记者跟随她走了几个来回，一路

上遇到的小区居民，都与她熟稔地打着招呼。

  一天中，金坤范需要不时翻看手机，确保不漏掉

最新的防疫信息。在社区工作群里，她要求所有社工

随时保持通讯畅通，随时准备投入工作。自北京新一

轮疫情暴发以来，社区排查组人员经常夜以继日，24

小时高速运转，已保质保量完成多轮次大数据排查

工作；疫苗接种工作也在平稳有序进行，出现“老人

不熟悉手机操作登记、行动不便人员需要协助上下

楼接种疫苗”等特殊情况时，社工会在第一时间予以

解决。

  在金坤范办公室，当记者提出为她拍一张工作照

时，她有点不好意思，“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离开家时

天还没亮，怕吵醒家人，没好好洗脸就匆匆出门了”。

镜头前，她把长发散开，又扎起，怕照片中的自己显得

过于疲惫。

  作为东城区人大代表，金坤范今年在开人代会

时发现，有一些代表并不了解社区工作。在会上发

言时，她认真向大家介绍了这项工作，细数了社工

每天要做的事。她说，社工的工资待遇偏低，很多年

轻人积累了社区工作经验后，还是会选择考事业

编、公务员，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她呼吁更大的政策

支持，把这些人才留在基层。

  在金坤范看来，基层治理破局的关键在于发动社

会各界，发动居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每当有人问金

坤范怎么发动群众时，她总是这样回答：一定“用心”

“用情”跟老百姓沟通，再“用力”解决老百姓的疑难

问题。

  当下，我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医

疗问题也是社区居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医养结合，即医疗卫生服务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是指面向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老

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提供所需的医疗卫

生相关服务。

  医养结合，社区应该怎么做，能做什么？金坤范带

领社区班子成员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她提出，组建一

支志愿者团队，同时依托社工资源、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疗资源、养老驿站资源，来为社区老人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目前，该计划已提上日程。不久的将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将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中，与街

道信息共享、资源整合。

  在社区工作14年，建国门街道对她的评价是：

“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勇挑重担、屡创佳绩”。金坤范

高度重视居民诉求，带领社区班子成员在社区建立

日常巡查机制，收集社情民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对于有物业且物业不作为的老

旧楼房，进行“吹哨报到”，帮助物业与居民建立议事

协商机制；对于“失管院”，全面推进院委会的建立，

广泛动员群众，定期召开居民议事会议；搭建党建平

台，对有条件的楼院引进准物业；积极发挥党建协调

委员会作用，创新建立了赵家楼社区党建品牌“金融

联盟”；定期开展“志愿者便民服务日”活动；社区发

展、培育各类社会组织37个，为社区居民搭建了展示

自我的平台……

  “有辛酸，有成就感，也一直在成长。”回忆起在社

区工作的14年，金坤范如是说。

  如今，遇到再棘手的事，金坤范也不掉眼泪了，反

而是在最劳累的时刻，有社区居民轻轻对她说，“你们

不容易，你们辛苦了”的时候，这些话会戳

中她心里柔软的地方，让她红了

眼圈。

制图/高岳  

社区书记金坤范：用心用情当好“小巷总理”

  图为金坤范在社区参加抗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