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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小区“信托制”物业 从源
头化解矛盾 为社区减负赋能

成都市武侯区新光路 7 号
风华苑小区建成于 2001 年，是
成都最早引进物业服务的商品

房小区之一，小区住户 439 户、
1500 余人。据首批业主刘婆婆
透露，过去 20 年间，小区接连
换了 5 家物业公司，物业公司
“走马灯”式的更换，导致物业

管理问题频发，给居民带来无

尽困扰。

“那几年，小区几处垃圾堆

叠如山，入室偷盗案也发生过两

起，大家抱怨都很多，不少业主

拒绝缴纳物业费。”刘婆婆说，因

为物业管理不善，业主频频向街

道社区反映情况，要求改变这种

局面。

最终，“信托制”物业模式的

引入，从根源上解决了风华苑小

区面临的问题。

风华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曾

俊记得，2019年 3月，小区新一
届业委会成立。彼时，武侯区委

社治委正在计划试点“信托制”

物业，在全区范围内甄选合适的

小区，桐梓林社区党委和小区业

委会报名参加了培训宣讲活动。

同年 11月，小区召开临时业主
大会，决定将小区原来的“包干

制”转化为“信托制”模式。

所谓“信托制”物业模式，

就是将信托理念植入到小区治

理领域，制度化重构信义关系。

即：将物业费、公共收益等设立

为全体业主的共有资金，将原

来小区居民与物业企业双方的

物业服务买卖关系，转变为业

主大会为委托人、物业企业为

受托人、全体业主为受益人的

三方信义关系。

2020 年 1 月 1 日，风华苑
小区正式启动“信托制”物业模

式，经过居民广泛深度参与的

开放式预算，协商形成了物业

服务质量体系，物业公司履约

收益按照小区共有资金的 15%
进行提取，其余全部用于小区

物业管理服务。经过一段时间

的运行，小区资金收支全部公

开透明，物业服务品质大幅提

升，小区物业缴费率从 73%提升
到了 99.5%，业主满意度趋近
100%。同年 10月，居民们主动提
出上调物业费标准。12月，经过
业主大会表决，以 70%的同意率
通过了每平方米上调 0.3 元的
决议，涨幅达 37%。

同样的变化发生在武侯区

华兴街道三河社区水岸花园小

区，该小区是典型的安置小区，

涉及居民 7000余人。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水岸花园小区面临三

大难题：一是居住人群构成复

杂，存在利益冲突；二是居民没

有缴纳物业管理费习惯，前期物

业服务不到位，小区品质难以维

护，居民与物业矛盾日益突出；

三是小区租住户多，流动人口占

比大，服务管理难度大。

2021 年，街道、社区党组织
靠前作为，通过党建引领，积极

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调动居

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转变

居民的思想观念，破解安置小区

治理难题。社区通过举办坝坝

会、物业联席会、“信托制”培训

会，促进社区与居民有效沟通交

流。通过组建“信义治理团”，协

同居民小组、院落议事会、居民

骨干、楼栋长等自治力量参与小

区管理，调动居民自我管理、自

我决策、自我服务的积极性。

“从最早的无人管到自己

管，小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建立

起来，形成‘大家事大家议’的办

事氛围，邻里间矛盾纠纷快速化

解。”据三河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信义治理团”成立后，小区

面貌得到了有效改善。

近两年，小区物业费收取率

从原来的不到 40%提升至现在
的 98%，社区治理体系的“底盘”
得以夯实。“当‘大车’有了活力，

‘小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

我们能够将事做好，将服务做

优，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

最大程度提升。”该负责人说。

从小区 “信托制 ”物业到社
区信义治理 以标准化推动更多
领域减负赋能

让物业企业回归“忠诚管

家”的角色，让小区居民做回“主

人翁”，“信托制”物业模式的核

心，在于信义关系的建立。

记者了解到，除了小区“信

托制”物业模式，武侯区在基层

治理的各类实践中，还拓展了以

信义关系为核心的各类应用场

景：例如，社区保障资金、社区基

金会、社区社会企业等，并以此

为基础，形成社区信义治理不同

维度的标准体系。

武侯社区基金会自 2018 年
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

社会化运作，累计募集资金 1600
余万元，公益支出 1500余万元，
开展公益项目 100多个，受益居
民达到 82万余人次，在推动居
民自治、动员多元参与、打造社

区治理体系、建立社区需求和资

源联动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社区保障资金项目管理

实施方面，武侯区坚持民意征

集、议事会决议、项目发包、项目

实施以及民主评议“五步工作

法”，充分撬动群众关心和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在推进居民社群

化、组织化的同时，增强了群众

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

基于上述实践，武侯区概括

提炼出了社区信义治理这一全

新概念，并由此申报了标准研制

试点工作。2023年 8月，武侯区
社区信义治理国家级标准化试

点启动暨标准化基础知识培训

会召开，标志着以社区信义治理

为主题开展标准化试点工作正

式启动。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2023年 11月，武侯区社区信义
治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通过了

中期考核评估。2024年 4月，社
区信义首批 38项标准正式发布
实施。

“在试点过程中，武侯区已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

为全国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实践

经验。构建起了由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市场推动的多元治理

标准化为主力的工作方式。”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高昂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一项

工作从实践提升到理论和标准

层面，“必将对整个体系产生系

统性影响”。

在标准指引下拓展信义治
理场景 构建互信互助共建共享
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早在 2019年，武侯区在信义
治理场景多元化方面就已有探

索。2019年，武侯区晋阳街道吉
福社区以老人和小孩互相照顾

为切入点，利用党群服务中心等

平台，搭建“共享奶奶”平台，让

年长的奶奶照顾双职工家庭的

子女，双职工家庭则为长者提供

各类关爱回馈服务，形成了社区

自主的“老小”志愿者互助模式。

而这，也成为武侯区信义治理场

景的早期雏形。

据吉福社区党委书记李含

荣介绍，项目通过搭建“共享奶

奶”平台，社区内的老人、小孩与

家庭紧密联系，信义成为了推动

邻里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手牵小手’的形式，居民们

走出了家门，彼此之间的信任关

系也逐渐建立起来。

记者了解到，遵循信义治理

的逻辑，如今，武侯区还在持续

创新和拓展社区信义治理的应

用场景———例如，在武侯区委社

治委的指导下，成都市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支持中心联合益宝、成

都社区信义治理学院，启动了社

区普惠保险与风险治理创新项

目，形成了以社区保险保障基金

为支持、安全和金融教育进行风

险预估的可持续社区风险治理

体系；再如，启动“信义托”服务

项目，建成“信义托”居家生活服

务站等……

在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

杨金惠看来，社区治理的成效

应该直接反映到社区居民的生

活上，社区治理变化大，居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就会增强。“以

我们社区为例，下一步，我们将

在院落小区里进行全过程的民

主协商，从而推动居民之间建

立信任关系；其次，社区里的社

群、组织也将与居民之间建立

更多的信任关系。”杨金惠表

示，加强不同个体之间的信任

关系，是基层治理中低成本、高

效率的最佳途径。“这也是一个

减负赋能的过程，是在动员各

方主体各就各位。”

社区信义治理的“武侯样

本”，正是在社区各类主体之间、

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义关系，增强

社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有效降

低基层政府管理成本，减轻社区

负担，提高治理效率，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小马拉大车”难题，由此在点上

破题。 （据人民网）

成都市武侯区：

建立社区信义治理机制 实现居民自治社区赋能

”

“日前，成都市武侯区创新探索的“党建引领‘信托

制’物业解纷工作法”入选了全国104个“枫桥

式工作法”典型案例，同时收入“枫桥经验”陈列馆。如今，

以“信托制”物业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武侯区已升级形成

社区信义治理机制，并获批开展了社区信义治理国家级

标准化试点，发布了包括“信托制”物业在内的一系列标

准，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街道”。

� � 武侯社区基金会与黉门街社区干部、居民讨论社区专项基金项目
（武侯区社治委供图）

“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下，小区财务收治实现公开透明
（武侯区社治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