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田区绿色（宜居）社区建设典型案例
——海山街道海涛社区

一、社区简介

海涛社区成立于 1991 年 8 月，隶属于深圳市盐田区

海山街道，东起大鹏湾海域，西至海涛路，南临桥东街，北

靠东和路，与中英街一河之隔，社区面积约 1.7 平方公里，

总人口合计 10352 人，共 4731 户。辖区内有海涛花园、

太平洋、鹏湾二村、海景花园、蓝郡广场、蓝郡西堤等 11 个

住宅小区，辖区企事业单位有小学、幼儿园、工青妇、社康、

医疗保健等 18 家机构。社区组织机构包括社区党委、社区

工作站、社区居委会（海涛、海景）、民意表达工作室（海

涛、海景）、海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老年人协会（海涛、

海景）社区议事会等。社区内无工厂，无城中村，是纯居民

住户的城市社区，居民入住率 80%。辖区内交通便利，位于

地铁 8 号线和 360 省道 500 米辐射半径内。社区内生活配

套齐全、居民生活便利，海涛社区环境优美依山傍海，从金

融路南行可直达盐田区海滨栈道。



图 1.社区概况图

二、创建特色

（一）厚植党建根基，凝心聚力搭建同心圆议事平台

海涛社区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坚持群众主体地位，通过

搭建“同心圆”议事平台，整合、协同多元力量如居民、社会

组织、来深建设者、企业代表等参与共治，深入推进“五环”

同心圆议事平台建设，真正把评判的“表决器”交到群众手中，

让社区治理有魂、有序，更有力、有为。

1.丰富社会治理多元作主体

充分发挥民意表达工作室、人大代表联络站平台的凝聚

力作用，将党员论坛、居民议事会、人大代表联席会、社区

党群联席议事、社区班子联席议事会、儿童议事会等议事活

动纳入“观海听涛”议事品牌，同时根据不同议事主题，将辖



区主妇、青年、来盐建设者、物业管理、企事业单位、非公

企业、个体工商户、业委会等代表纳入议事主体，推动辖区

各类组织、居民间的交流、沟通、协商和合作，促进社区归

属感的建立。

2.扩大基层社会治理覆盖面

建立事务清单，将议题分为民生类、法律类、党建类、

城市建设类、教育类等，因时因地因事采用定期议事、一事

一议、重大事项随时议等方式，或以集中议事、现场议事、

走访议事等，社区搭建平台，让职能部门、驻站代表、党员

群众代表、居民代表、业主代表、企业代表议事会等成员切

身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合力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提升

居民自治水平。

3.发挥社区法律顾问制度作用

充分发挥人大立法联系点作用，广泛听取基层人民群众

意见建议，做到察民情、聚民智；引导居民有序参与法规草

案意见征集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立法联系点在立法过程中

的民主作用；在议事过程中提供专业法律支撑，确保过程公

正、透明、规范，促进和引导参与主体珍惜民主权利，通过

海涛社区议事会参与自治，以议事平台面对面答疑法律问

题，及时提供社区纠纷法律意见。

4.实施党建引领“三社联动”

通过“红色领航 凝心聚力”海涛社区党建创建项目来提

升党组织凝聚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下的居民自助互

助队伍的壮大为主要目标。通过已成立的 12 支党员志愿服



务队，发挥党组织在小区区域内的治理核心作用，健全小区

横向文化、安全、环保、邻里帮扶、儿童友好、文明创建、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服务机制，将有条件的志愿者队伍发展成

为社会组织，实现社区事务协调共商、资源共建共享，落实

好“小区化党建、联动式服务”的民意收集、服务承诺、民愿

圆梦等机制。

5.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拟成立海涛社区德治人才工作室，整合社区“五老”讲师

团及社区文明达人、环保达人等人才参与社区建设，推动社

区有时间、有热情、有精力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参与社区

治理。通过挖掘、整合社区人才，为社区人才搭建交流参与

平台；持续做好老少共建活动，充分利用社区教育学院及“五

老”讲师团师资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二）创新联动服务群众，搭建线上线下治理机制

海涛社区坚持用互联网思维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紧扣移

动互联网信息实时传播快、互动性强、便捷度高的特点，建

立“线上+线下”民意诉求反映机制，切实提升居民群众参

与基层治理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构建

新平台、开拓新途径、畅通新渠道，发动全区群众成为基层

治理的信息员、宣传员、安全员。

1.线上打造智能化“盐田民意通”小程序

社区将群众反映频次较高的建议诉求进行整合分类，大

到疫情防控、征地拆迁，小到路灯破损、井盖缺失，每个类



别对应一个职能部门。群众发现问题后只需动动手指，通过

“盐田民意通”小程序拍照、上传、选定类项、一键提交，

系统就智能化“秒拨”到相应职能部门办理。线上平台将问

题诉求由群众手中直接摆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党工委、社

区党委案头，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有效提升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积极性。

2.线下组建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

社区建立民意表达工作室，以标准化建立品牌，用常态

化考评强监管，凭制度化协同见实效，将“两代表一委员”

编组挂点到民意室，定期进社区走访接访了解社情民意，由

民意室将群众的建议诉求统一录入“盐田民意通”上报。

3.建立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激励机制

对群众通过“盐田民意通”参与基层治理、反映建议诉

求实行积分奖励，根据积分分值可在线兑换党建书籍、深圳

通公交充值红包等，并授予 1-6 星“民意达人”荣誉。每年

召开座谈会对“民意达人”进行评优表彰，并就基层治理有

关问题与“民意达人”代表共商共议。



图 2.社区民意通系统

（三）构建绿道慢行系统，打造低碳环保环境友好社区

1.以人为本的慢行系统

海涛社区结合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利用盐田区海

滨岸线，通过城市绿道将社区内“口袋公园”、城市广场、

住宅建筑、社区公园等多个公共休闲场所与居住小区连接在

一起，以步行、自行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社区内交通的主

体，不仅缓解了机动车出行造成的交通拥堵，还结合“口袋

公园”、社区公园、休闲广场等游憩交往场所打造社区人文

特色名片。社区的慢行交通系统选线在海滨栈道，利用现有

公园和市政道路进行绿道标识统一和面层改造，以较为经济

的方式、最快的速度实现滨海慢行系统贯通。



图 3.盐田区绿道及慢行系统分布图

海涛社区



图 4.连接“口袋公园”的慢行系统

2.风景宜人的海滨栈道

海涛社区位于深圳之东，属亚热带气候，这里依山傍海，

四季葱翠，日夜涛声。社区的海滨栈道属于盐田区绿道的一

部分，其向南连接中英街、向北延伸至小梅沙海滨公园，途

中设置多个驿站供人休息娱乐。盐田区绿道全长 253 公里，

其中海滨栈道 19.5 公里，海滨栈道海岸线蜿蜒曲折，沙滩、

岛屿错落，海积海蚀崖礁散步其间，被誉为深圳最美丽的“黄

金海岸线”，其依托的盐田海岸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

之一，有“滨海玉带”之称。海涛社区绿道覆盖整个社区，并

通过“绿动”与公交站点，海滨栈道接驳，实现完整的骑行与

步行体系，提倡绿色出行，低碳环保。

图 5.海滨栈道亲水平台



图 6.海滨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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