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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至今前来参与开展活动的群众数以万计，每月迎来送往六七十个参观团队

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为何这么火？

1、今年 3 月，

南翔智地群团服务

站揭牌。

2、南翔群团服

务站举办的一场多

肉DIY制作活动。

3、南翔智地内

创业者众多，群团

服务站为此专门设

置了路演区。

在友人邀请下，赵小艳参加了南

翔智地群团服务站举办的一次公益瑜

伽课，在此之前，她压根不知道园区里

还有这样一个服务站，对群团的概念

更是一头雾水。

她同样不知道的是，作为一名青

年女职工，她同时是工、青、妇三大群

团组织联系的对象，“说实话，这么多

年我完全感受不到群团的存在。”

赵小艳的困惑，是大部分人共有

的困惑。那么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

一方面，长期以来，群团组织都存

在“倒金字塔”现象，即越到基层，做事

的人、平台和抓手就越少，缺乏深入群

众且运转有序的前沿阵地，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难题由此产生。久而久之，

赵小艳们自然感受不到身边有群团组

织的存在。

另一方面，群团组织在服务对象

和工作内容上交叉重叠，但却封闭运

行、各自为政。就以赵小艳为例，虽说

在不同群团组织面前，她有职工、青

年、妇女的不同身份可以切换，但却始

终没有相应的获得感。

“九龙治水”，到头来往往谁都干

不好。要破解这一难题，是否可以建

立一个实体平台，让各家群团组织组

团出击？这也是群团改革工作的应有

之义。

遵循这一思路，建设聚合各类群

团组织的群团服务站被提上议事日

程。作为嘉定区启动群团改革后确定

的首批建设的 4个群团服务站之一，

规模最大的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被寄

予厚望。“从区领导到区级群团组织，

都给了我们极大支持。我们建站的目

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打造园区类站点

的精品、标杆，成为园区企业和青年的

精神家园。”南翔镇党委书记严健明

表示。

选择南翔智地作为试验田，用意

不言自明。从工业重镇到现代服务业

集聚之地，南翔镇始终没有停下转型

脚步，南翔智地就是产业升级中的一

个缩影，这里由上海机床电器厂、上海

东风制药厂、上海永红煤矿机械厂等

老厂房改建而成，如今集聚了 1300
余家创新创业企业。在此建站，不

但可以就近服务园区内过万名创新

创业和白领青年，并可有效辐射园

区 500米范围内的越界产业园、环

球大厦、高科商务中心等楼宇中的

白领群体以及周边社区居民。

一子落，满盘活。南翔镇党委

副书记姚芳道出了建站原则，要克

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

化”，做到破壁垒、抓整合、聚资源、

沉一线。随着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

的建成，诸多问题迎刃而解：面临多

样性需求与配套不足矛盾的园区，

提升了青年享受站点配套服务的便

捷性；缺乏抓手且资源分散的群团

组织，有了干事创业的载体；通过这

个一站式窗口，群众办事不用东奔

西走，打破了以往对群团组织“衙门

机关”的印象。

群团服务站犹如群团工作延伸

到群众身边的“神经末梢”，让“最后

一公里”的梗阻彻底化为无形。

群众身边的“神经末梢”

当南翔镇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委

员徐磊找到宋妮娜的时候，她想都没

想就应承下了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站

长的工作。

在南翔，很多人对宋妮娜这个名

字稍感陌生，但提起“蓝天妈妈”，不少

人都略有耳闻。她发起的民间慈善组

织“蓝天妈妈”爱心衣社，这些年来将

数万件募捐的衣物送到贫困山区孩子

们手中。

“专业的事就要让专业的人来干，

热心公益的宋妮娜管理公益性质的群

团服务站，再合适不过。”徐磊说，“除

她之外，我们还整合群团社工、园区职

工、社会力量等各类人员，打造了专业

的运营团队，专职负责站点的日常运

作。”

在宋妮娜看来，群团服务站就是

一个聚合平台，而运营团队扮演着“红

娘”的角色，“嫁接各类资源，然后介绍

给有需求的人。”

项目是服务理念落地的载体。眼

下，站内已有40余个区级群团组织的

下沉项目，比如区妇联的法律志愿服

务、区红十字会的生命体验馆。此外，

还有 100多个镇级群团组织、政府职

能部门、各类社会组织的条线项目，以

及 40 多个运营团队开发的自营项

目。各类人群各取所需，视障人士可

以在这里欣赏无障碍电影，爱好读书

的可以成为读书会一员，热爱运动的

可以参加骑行社，喜欢创新的可以加

入极客家园。

做优功能和服务的过程中，引导

社会参与，营造开放的生态至为重

要。在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高科技

元素随处可见，比如隐藏在天花板里

的音响、由手机终端控制的灯具和天

窗，而这些全由园区企业提供。宋妮

娜表示：“南翔智地内高科技企业集

聚，各类新技术和新产品层出不穷，通

过优惠购买、租用、赞助等多种方式，

把这些园区‘土特产’应用到站点之

中，既压缩了建站成本，又让创新成果

得以展示，一举两得。”

在开放办站的理念引导下，欧洲

室内音乐联盟、上海文交所、中外文化

交流协会电影学会、张怡筠情感工作

室等10多个社会机构，先后与站点建

立合作关系，并确定了合作项目。一

方面社会组织通过群团服务站这个平

台提升了影响力，另一方面群众享受

了高质量的服务，开放带来了共生共

赢的良性局面。

一个服务站，既是群团改革的破

冰之举，又成为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的

点睛之笔。“南翔智地有翔立方、比高

影城等配套设施，硬件不成问题，但总

觉得缺点什么。”创业者王日侠告诉记

者，“群团服务站弥补了软环境方面的

不足，使得园区更显温馨，在这里创业

感觉特别踏实。”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干

上下三层、近3000平方米的建筑

面积，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的规模在

全市范围内都可名列前茅。

深入内里，这个由老厂房改造的

服务站让不少参观者发出“惊艳”、“酷

劲十足”的赞叹。这里除了有会议室、

展厅、舞蹈室等“标配项目”，还有VR
体验馆、3D打印区、DIY工作室等“自

选项目”，无论是环境还是功能，都显

示了南翔镇将其打造成标杆的决心。

花大价钱建设的“高大上”场所，

若是没有人气，难免有浪费资源之嫌，

甚至会被群众诟病为“形象工程”。远

香湖畔的上海保利大剧院和新图书馆

都曾面临这样的质疑，但前者近七成

的上座率和后者日均四五千读者流量

的事实证明，需求摆在那里，关键是符

不符合群众口味。

要做到“对味”，当然不能靠拍脑

袋，而需要深入群众扎实调研。建设

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之初，一场覆盖

园区的“扫楼行动”后，一份“需求清

单”随即出炉，大伙的需求被转化为服

务站的设计要求。比如，很多白领希

望园区内有气氛较为轻松的商务洽谈

场所，音乐咖吧应运而生；又如，不少

创业者提出能否辟出培训员工的单独

空间，综合培训室便被写进设计图纸；

再比如，针对园区青年在健身、学习、

休闲、交友等方面的诉求，服务站设置

了智能运动健康馆、书吧、静心室、视

听室以及开展各类活动的公共空间。

一个群团服务站，让大家印象中

冷冰冰的办公楼宇，渐渐有了温度。

在这里，大门始终敞开，任何人都可以

来读书、健身、喝咖啡，甚至是举办一

次创业者之间的头脑风暴。在园区工

作的丁雅晴，不光自己来，还拉着别人

一同来参加活动，“学到了新技能，结

交了新朋友，特有亲切感的一个地

方。”

群团服务站要有持久的活力和

生命力，除了想明白“给什么”，还得

考虑群众“要什么”。5 月 16 日下

午，一场多肉DIY制作活动在服务

站内举办，10多名来自南翔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在老师指

导下完成了多肉盆景的制作。这样

的活动，服务站每周都有，且主题各

不相同，并通过服务站的微信公众

号“南翔纸团说”对外发布，大家可

以根据“排片表”选择感兴趣的项目

参加。除了“菜单”式服务，站点还

接受“点单”，园区内的企业甚至园

区外的团体，若需要服务站的场所

开展活动，提前预定即可。

为了与白领的“生物钟”保持同

步，站点错时错峰提供服务，不仅平

日里将服务时间延长至10小时，还

充分利用中午、晚上、周末等白领们

的闲暇时段开展活动。

“对味”的点单式服务

从时间上来说，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建站不算早。然而，这个今年3月才正式揭牌的服务站，却后来居上成为各地竞相参观的样本，每
月接待六七十个参观团队。开门迎客至今，前来参与各种活动的群众更是数以万计。

“形神兼备”的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这么火，不无道理。作为嘉定区群团改革工作中的浓重一笔，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不但规模大、功能
全，更重要的是其开放的理念、专业的运营和“对味”的服务，让群团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得以破解。 记者 陆晓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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