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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话筒交给群众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湖夜话”

一、项目背景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辖 6 个社区和 1 个村，面积 10.04

平方公里，人口 7.65 万人。辖区内共有幼儿园 10 所，小学 3所，

全日制本科大学 1 所（湖南农大），高职技能学院 1 所（生物机

电职院）。东湖街道地处城郊结合部，有乡村、社区，也有高校、

科研基地，社情、民情复杂。为进一步弘扬社会正能量，培养

公民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 年 5 月以来，东

湖街道办事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用大家的空余时间，

把白天不好组织到一起的居民群众或校园学子聚拢来，议议

事，听听课，交流交流感情，精心策划了“东湖夜话”系列

活动。“东湖夜话”就是充分利用居民喜欢户外散步、闲谈

等特点，把活动开展在户外，开展在晚上，在形式上不拘一

格。为了贴近居民的生活，“东湖夜话”可以是居民议事解

决问题，也可以是知识讲座，政策法规讲解答疑，或者是组

织居民开展文体活动，一场载歌载舞的联欢。

二、主要做法

1.搭起民生“大戏台”。在这个戏台上主角由官员变为了

群众，戏样由政府的“独角戏”变为了多方参与的“大合唱”，

戏文则涉及到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民生诸多领域以及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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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发现的隐患问题。把会开在需议事解决问题或居民经常散步

的地方，或是工地、民居。一把蒲扇、两支话筒、“三五”居民、

几多“闲话”，这是长沙喜闻乐见的“纳凉模式”，在这样的氛围

中大家轻松自如、畅所欲言，为社区、街道的发展建言献策。政

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充分吸纳民意，为决策作参考，俯身听民声，

起身解民忧，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召开民情“智囊会”。与以往座谈会主持人台上就坐、

村民台下的形式听不同，“东湖夜话”主要是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与大家一起团座，进行“邻里间”、“朋友间”的交谈和交流，受

邀参加座谈的还有社区驻街道单位代表、居民代表以及自愿加入

的居民群众。“夜话”活动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先由社区居民

提意见和建议，再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现场作答。不论是专家

学者、政府官员，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各种不同的述求在一个平台上充分展示，而各种观点也有交集、

有火花、又或有冲突，群众的智慧在此“显山露水”，群众的积

极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街道还专门聘请了 100 人作为信息员队伍，按照街巷划分

片区，每个片区安排一名信息员，建立社区信息员个人信息和管

理的区域档案。社区还建立了考核制度，负责对信息员进行日常

考核，形成一条横到边、纵到底的基层民情信息网络。如今，信

息员已经成为社区和居民沟通的“桥梁”和通达民意的“窗口”。

通过建立“民情信息员”制度，“构建互联网+‘东湖夜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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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广泛地发动社区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借助他们长期生活在

社区、易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优势，搜集人民群众身边的烦心事、

为难事。街道定期召开“民情议事会”，对搜集来的议题进行分

类、讨论，确定最为急需解决的“议题”后，派专人分头走访，

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后，呈报给街道党政领导。安排专人对接相关

领导和部门，再确定时间，以“夜话”活动的形式，通过居民和

政府面对面的交流，把问题讲实，把情况说清，把问题解决的时

间表明确，确保事事能有答复，件件能有落实。

3.丰富民间“大讲堂”。“东湖夜话”系列形式多样，主

要可分为 3 大类：一是“居民问政，政策宣讲”。邀请居民

群众和商户代表，现场提出社区提质改造、小区配套设施完

善、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等民生问题与建议，与会的政府职能

部门现场进行一一解答。通过这样政府部门与居民群众面对

面的交流，让政府部门了解辖区居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

意见建议，准确找到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不但可以解决民生诉求，还可以针对问题进行专项工作。二

是“科普讲座，技能培训”。积极组织辖区单位，组织吸纳

高校学生参与社区活动，融入社区大家庭。例如“东湖夜话”

之“大学生创业就业”，通过邀请创业有成的大学生现身说

法，塑造大学生良好的就业心态，提高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

激发辖区高校大学生创业热情，鼓励自主创业的富强之路。

而以“生产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青春期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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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校园禁毒 阳光生活”等为主题的“东湖夜话”，

以讲座、授课等形式，倡导安全健康生活，丰富了居民的科

学文化知识，消除了社会隐患，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三是“自

娱自乐，增进情感”类。例如联合辖区内东湖干休所，邀请

老革命老红军，共同开展学习庆祝活动，一起回忆往昔峥嵘

岁月，号召社区居民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生活；以“校园文

化进社区”、“文娱活动进乡村”等为主题的“东湖夜话”，

通过载歌载舞的文艺表演，丰富居民业余活动，让居民远离

牌桌、电脑桌，宣传文明观念，引领文明风尚。

三、成效贡献

1.融洽了干群关系。“东湖夜话”系列活动坚持以民意为

导向，让民意主导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工作的当家人，

政府部门由管理者变为服务者、推动者，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成为

街道建设的“参谋长”，社区工作的“管家婆”。有益于人民群众

更好地参与社会共建，有益于政府职能部门决策的科学化，有益

于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因素，是一件“聚民心、启民智、惠

民生”的大好事、大实事。在“夜话”中，涌现了一批街道工作

的好帮手，黄太天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个曾经的刺头，“专业上

访户”，如今成为了街道书记的座上宾。他解散“上访队伍”，志

愿成为民情信息员；义务清洗东沙井、寻找街道文化古迹，为推

动浏阳河九道湾文旅产业发展不遗余力；而像他这样的“帮手”

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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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了人员素质。东湖街道是省会长沙的“东大门”，

地处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化浪潮中，正在经历从农村到城市的迅

速转型，以往的农村生活方式、社会事务管理方式逐步不再适用

于城市生活，居民的素质亟待提升。居民在“东湖夜话”提到的

社会不良现象及其整改措施给在场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东

湖夜话”其实也成为了“社会大课堂”，人民群众、党员干部、

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学到新的东西。随着“东湖夜话”的

多次举行，更多的民生问题被反映、被关注、被解决。居民也对

城管、计生、食安、就业、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知识更加了解，成

为了党和政府正能量的宣传者，更加支持街道、社区的工作。另

一方面街道的党员干部也通过“夜话”活动访民情、问民苦，不

仅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加强了对辖区内民情、社情

的了解，提高了工作效率。

3.搭建了互动桥梁。从 2014 年 5 月 28 日第一期“东湖

夜话”开始，东湖街道共举办了近百期“夜话”活动，参与

人数达万余人次， “东湖夜话”系列活动的开展，在居民

和政府之间搭起了一道沟通互动的桥梁，拉近了社区工作者

与居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解决了居民一直困惑的问题，增强

了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增进了群众对街道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提升了街道治理水平，为构建“和谐社区”提供了一个新的

思路。同时，“东湖夜话”也是一个“社会大课堂”，她以丰

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创新了社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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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新形式，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居

民的整体素质，激发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热情，

为实现老百姓的平民梦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长沙电视台》、

《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红网》、《华声在线》等多家

媒体先后对“东湖夜话”进行了重点报道和推介。

“东湖夜话”是东湖街道开展社区教育的重要举措，

正努力把“东湖夜话”打造成社区公共教育文化体系的新亮

点、文化惠民工程的新品牌，让居民参与“夜话”活动成为

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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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夜话”探讨大学生创业就业主题活动

“东湖夜话”居民议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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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重点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