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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前，孙金娣刚刚调任江苏省南京市

栖霞区仙林街道党工委书记。到任第二天，

街道 200 多名群众因为小区车库纠纷聚集在

栖霞区政府大门口。

群众来自香樟园小区，就在仙林街道办

事处对面。虽说只有一路之隔，群众却从未

找街道反映过问题，街道干部也并不知情。

“群众不相信街道，街道不了解群众。”提起这

件事，孙金娣依然记忆深刻。

那时候，农牧场改制、征地拆迁遗留问

题、商品房开发、物业管理失序……要破解这

一系列难题，离不开群众支持；但不解决这些

难题，又得不到群众支持。一个有着 28 万人

口的街道该怎么办？

难 题
发展快、问题多、矛盾复杂，

可抓手少、人手不够

孙 金 娣 看 起 来 瘦 弱 ，心 里 却 有 着 一 股

劲。她知道群众反映诉求时有些信不过街

道，便下定决心要把信任找回来。

“仙林街道情况特殊。”孙金娣告诉记者，

街道地处南京市东部郊区，与主城相距较远，

相对独立。随着 2002 年南京大学城开工建

设，近 10 年后，这片曾经荒僻的农牧场、远郊

区快速发展成中心城区的组团，面积达到一

般老城街道的十几倍。

发展约 20 年后，经过改制拆迁的本地农

民、购买商品房的新市民、高校师生、各类外

来务工人员等纷纷涌入，仙林片区总人口达

到 28 万。“压缩饼干”式的快速城镇化积累了

不少问题，黑车、群体上访……是那些年里留

在人们记忆中最突出的印象。

面对越来越大的摊子，仙林街道显得有

心无力。从财力上看，街道不管城市建设，没

有土地资源，财政收入有限；从人力上讲，街

道干部很多是改制来的原农牧场职工，能力

素质很难适应精细化治理工作。

发展快、问题多、矛盾复杂，可抓手少、人

手不够，刚上任的孙金娣面临着不小挑战。

街道上承政府治理，下连居民自治，是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如何让街道更好地发挥

作用？

打铁还需自身硬，想干事就要有一支过

硬的队伍，拉出来一个党支部就要像一座堡

垒，站出来一名党员就要成为一面旗帜！

打破困局需要找准切入点，仙林街道从

建立网格、划清责任田寻求破题。根据实际

情况，仙林街道不断细化延伸，逐步形成 10 个

社区、285 个网格，涵盖 2668 个驻街单位。街

道 29 个科室相应整合成 10 个“功能型”服务

办公室，与社区党组织责任共担、难题共解。

从街道班子成员到社区党员干部，全都分到

网格各负其责。

此后，遇事找谁办？有话向谁说？网格

员。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

情在网中结。“盯得紧”志愿监督队伍也建立

起来，每日点评、每周小结、每月考评。这些

机制运行一段时间后，仙林街道在南京市城

市管理考核中从全市 20 多名跃升至前列，并

连续多年蝉联第一。

破 局
工 作 重 心 沉 在 一 线 ，从 班 子

成员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
带着一级干

“网格化管理没什么‘高大上’的”，很多

人听到仙林街道抓“网格化”并不以为然。还

有些人说，搞这些花架子就是想出风头。

仙林的党员干部不理会这些，只顾实打实

地干事。除了本职工作，每名干部还被分派进

网格责任田，责任具体到事，对接精确到“点”，

相当于一下子担起两份工作。孙金娣半年多

吃住在单位，街道班子成员白天盯在各处，晚

上集中复盘，谈问题、找对策、想办法。

要避免虚的、假的、表面化的做法，就得不

断向实的、细的、小的方向落实推进。街道工

作不是坐在办公室就能完成的，所有人最大程

度下沉到网格、进到现场，上门入户摸透情况。

不知道如何与群众打交道，街道就分情

况细化表格；辖区人员出现流动，家庭情况出

现变化，街道就定期回访……几年下来，街道

干部每个人都积攒下几十本笔记，对很多情

况熟稔于心。

万事开头难。随着工作量增加，一些干

部意见不小。但运转起来之后，事情反而越

办越少，效率越转越高。对很多网格里的难

题解决在平时，也减轻了干部工作负担。

仙林街道将工作重心沉在一线，从班子

成员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

干，总结出“网格思想统一法、网格一线工作

法、网格问题解决法、网格落实督导法”等各

类实战技能。

破局之后，仙林街道主动向问题动手。

党建不仅是坐在会议室搞学习，更要把党员

干部放到实战中磨砺意志、锤炼品质、锻造能

力。放在事上磨充分了，再学习、再领会，才

吃得深悟得透。

“那些最难解决的事，正是磨刀石”。每

次孙金娣提出攻克难题，常让人心里直打鼓：

“能成吗？怕是不行吧？”孙金娣态度坚定：

“难事，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

仙林新村属于安置小区，1999 年回迁时，

1056 个地下室空间还没分。一些群众趁机私

自占有，谁先焊了门、上了锁就是谁的。随后

的 10 多年间，新村地下室乱堆杂物、私拉电

线，各种事故纠纷不断。但听说街道要下大

力气整治，群众不仅不欢迎，反而有些质疑：

“解决难题，就凭一张嘴？”“房子租出去了，协

议签了，还能把租户撵走？”

孙金娣认准的事，再难也要干。街道班

子成员、社区党员干部、居民志愿者分成 6 个

工作组，苦口婆心做了 10 多个月工作，群众从

开始的怀疑、观望、不配合，直至慢慢认可、逐

渐参与。后来，仙林新村地下室清空杂物、清

退租户、排除隐患、重新分配。仙林新村社区

党委书记喻辅蓉感慨：“随着最难解决的事一

件件办好，群众越来越相信我们，我们也越来

越有信心了。”

凝 聚
各 类 志 愿 组 织 、丰 富 的 志 愿

活动，像混凝土里的钢筋，把党员
群众紧紧连接起来

退休前在国企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徐健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作为志愿者在仙林街道

参加会议的情景。那天，孙金娣在会场看到

这张新面孔，主动和她攀谈起来，告诉她：“做

志愿者，我觉得你能行！”

徐健以为这就是一次客套。“没想到，她

时刻关心着大家。哪位志愿者好几天没见

到，她就会主动问情况。谁家出什么事，她也

帮着想办法。”徐健说。

在仙林街道，志愿者多是退休的大爷大

妈，孙金娣常叮嘱街道干部“对待他们要和自

家长辈一样”。志愿者们也将心比心，支持街

道工作。

在仙林工作 13 年，孙金娣头发稀疏了，人

也消瘦下来。由于做了 5 次大手术，她平时只

能吃些清水煮菜，药却要每天吃 10 多样。志

愿者们都心疼她：“你那不是在干工作，是在拼

命！”志愿者张贵雄说得坦率：“遇到她这样死

心塌地干工作的干部，我们心甘情愿出份力。”

但 刚 开 始 动 员 群 众 从 事 志 愿 服 务 工 作

时，并不顺利。有的街道干部下沉到网格，不

认识群众、不知道如何同他们打交道，甚至门

也敲不开。为此，仙林创造出一个“进万家

门、访万家情、送万家暖、结万家亲”的常态化

走访方式。居民王长春刚从外地到仙林街

道，要办居住证，初来乍到方向都辨不清。网

格员主动登门，把证办好了送到他家里。就

这样，一来二去，王长春对陌生环境熟络起

来，后来也当了志愿者。

在仙林街道，每到新年和“七一”，都会召

开一次千人党员群众大会。大会上演的节

目、汇报的成绩，都与居民息息相关。大家直

观看到街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决心，也更支

持街道工作。

栖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宇峰曾在仙林

街道工作过。他回顾说，真情加实干，基层党

组织像炭火一样引燃带动了群众。各类志愿

组织、丰富的志愿活动，像混凝土里的钢筋，

把党员群众紧紧连接起来。

整 合
抓 党 建 要 带 出 大 共 建 ，小 支

部也能聚齐大资源

仙林街道驻区单位众多，高校、企业等性

质不同、隶属不一、规模参差，管理难度很大。

街道想做事，就需要调动各方力量。由

于前期已经建起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又有

志愿者队伍支持，仙林街道提出“抓党建要带

出大共建，小支部也能聚齐大资源”。

“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

皮”是孙金娣总结的工作方法，凡事一遍一遍

去协调，一次一次想办法。大成名店是仙林

最早建成的商业综合体，由于建得早，设计

“先天不足”。多年层层分包转租，一间铺面

隔出七八家。近几年，随着外卖兴起，大成名

店地下发展成了大学城的餐饮外卖点，安全

隐患更加突出。

排烟管道少，线路设施老化，油污裹在密

密麻麻的电线上。29 个燃气表竟私自接出 70
多处锅灶明火，怕燃气泄漏只能每天拿表监

测，稍有不慎就要出事。杂物乱堆乱放，环境

脏乱不堪，食品安全更是难以保障。可说到

治理，却找不到主体。业委会无人负责，物业

长期亏损，店铺“二房东”们更不愿理会。改

造设计、硬件更新，需要花费的资金显然超出

了街道能力。

与其年年“排雷”，不如彻底整治；与其等

出事被问责，不如迎难而上主动作为。2021
年，仙林街道通过党建联盟共建，一次次反复

上门，争取共建单位把大成名店气改电等提

升工程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然

而面对停业带来的损失，商户们非常抵触，为

此街道再次成立 6 个工作组上门做工作。面

对想不通、有顾虑的商户，街道干部们就一次

一次登门，最多一家，竟去拜访了 46 次。

如今的大成名店焕然一新，商铺经营者

反馈“环境干净了，生意更好了”。地下一层

入口处，满墙都是商户送的锦旗。“旗多到挂

不下，改用图片缩小，地方仍是不够。”

银城物业大成名店项目经理戴海威说：

“在仙林工作，很累，收获却很大。”曾经，孙金

娣召集辖区物业公司开会，只到了两家。如今

200 多家单位的会议，临时通知，半小时到齐。

物业公司成了仙林街道基层治理的牢固一环。

2018 年，南京遭遇了一场暴雪。那一夜，

雪太大，人手跟不上，孙金娣向南京森林警察

学院求援，学院师生同街道干群志愿者一起，

奋战了一夜，清出了干干净净的路面。时任

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治平说：“看似是我们向街

道伸出援手，其实是街道给我们上了一堂最

好的思政课。参与在一起，我们就能共情在

一起。”

“街道不是一个‘小圈子’，而是一个‘大

社会’。”孙金娣说，靠党建引领，分散的力量

聚起来了，这里越来越像一个充满活力的大

家庭了。

图①：仙林街道一景。 周铁军摄

图②：志愿监督员向孙金娣（左二）反馈

网格工作督促情况。

仙林街道办事处供图

图③：仙林街道举办“千家宴”活动。

仙林街道办事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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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城市

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

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街道依靠党

建引领，织密组织体系、推动干部下

沉、党群联动共治、整合区域资源，

将分散的力量汇聚起来，将最难解

决的事一件件办好。13 年时间，一

个 28 万人口的街道变成一个充满

活力和友爱的大家庭。

—编 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

是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

力量。在实际工作中，情况多样、矛盾复杂，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需要多方合力。

如何有序组织居民、志愿队伍、共建单

位、社会服务机构等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

理？如何让群众抛开顾虑齐心谋发展？如

何让松散的社区变成“党群一心、邻里守望”

的大家庭？孙金娣和同事们苦干实干 13 年，

给出了答案。

面对群众的质疑、犹豫、观望，甚至是误

解，他们克服抓手少、人手不够的短板，迎难

而上，不怕“吃亏”，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

着一级干，做出实打实的成绩，找回了群众

对街道的信任，对基层干部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干部是加强

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当下，群众诉求日益

多元，对基层干部提出了新挑战，只有不断

提高狠抓落实的能力、创新突破的能力、化

解矛盾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真情加实

干，才能调动各方力量，汇聚成上下一心干

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干事创业从聚民心开始
赵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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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2022 年，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推动全国打击防范文

物犯罪专项行动向纵深开展，切实织密织牢文物安全防护

网，坚决捍卫国家文物安全。据介绍，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 1700 余起，打掉

犯罪团伙 310 余个，追缴涉案文物 3.7 万件，沉重打击了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了解，面对严峻复杂的文物犯罪形势，公安部会同国

家文物局连续 6 年部署开展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去年 10 月再次召开专项行动推进部署会，决定将打击

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持续开展至 2025 年。

全国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文物犯罪的高压态势，纵

深推进专项行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文物犯罪案

件多发势头。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防范文物犯罪
追缴涉案文物3.7万件

为破解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监管缺位等执法“难点”

“痛点”，去年 10 月，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整合执法力量，探

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联合执法，建设专业化规范化执法队

伍，打造镇（街）“一支队伍管执法”格局。

随后，坡头区成立了由南三镇牵头，区自然资源、城管、

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大综合+专业化”行政执法队，围绕城

镇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开展“大综

合”联合执法：对于职责边界不清的执法事项，由“大综合”

联席会议会商确定牵头单位、分类执法；对于涉及跨部门、

跨区域的，由“大综合”联席会议组织力量开展联合执法。

主干道优化、停车位增加、农贸市场改造、文明实践所

（站）升级……坡头区坡头镇以网格化管理作为推进“大综

合+专业化”工作突破口，将辖区划分为 15 个网格，推动综

合治理由“分散化”向“一体化”转变。

“自从推进行政执法‘大综合+专业化’工作以来，多部

门协同联动、区镇上下联动，过去‘职责不清、推诿扯皮、重

复执法’等问题解决了，社会治理水平提高了，营商环境得

到优化，推动了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坡头区委书记陈景

泰说。

广东湛江坡头区深化行政综合执法改革

一支队伍管执法 营商环境再优化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本报通讯员 路玉萍

本报长沙 2月 22日电 （记者申智林）“过去，我们小区

是‘三无’小区，区里下派工作队员后，带着我们一起干，老

旧小区实现了大变样。”湖南省株洲市耀华新村小区党支部

书记刘迪强说。

耀华新村建成已有 20 多年，由于没有引进物业，这个

拥有 220 户居民的小区长期无人管理、公共设施破损、居住

环境较差。2022 年，株洲市向耀华新村派驻了 3 名机关干

部组成的工作队。在工作队帮助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和

业主委员会，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主体，小区面貌很快焕然

一新。

2022 年以来，株洲市大力推进“机关干部进小区、服务

群众促治理”工作，从市、区两级机关单位选派 1495 名以年

轻干部为主体的机关干部重点进驻矛盾问题多、治理难度

大的小区。

机关干部下沉小区后，推动组建小区党组织和业主自

治组织，开展协商议事，整合各方资源，全市逐步搭建起上

下贯通、联动有力的基层治理体系。“下沉一线后，我们提升

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促进邻里和谐的同时，干群关系也更

融洽了。”株洲市下派到铁四院小区的荷塘区委编办工作人

员李诺男说。

湖南株洲选派机关干部下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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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2 日电 （记者倪

弋）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2
年检察机关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3.9
万人，起诉 5.8 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介绍，2022 年

检察机关统筹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据统计，2022 年检察机关救助未

成年被害人 1.7 万余人，发放救助金

2225 万余元，与 2021 年相比，救助人

数和救助金额均大幅度增加，帮助未

成年被害人尽快走出困境。通过检察

听证、司法救助、促成和解等方式，检

察机关促进实质性化解涉未成年人行

政争议 80 件，同比上升 2.5 倍。

据了解，自 2021 年 6 月“督促监护

令”全面推行以来，针对严重监护失

职、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等问题，全

国检察机关共制发“督促监护令”7.6
万 余 份 ，受 理 撤 销 监 护 人 资 格 案 件

400 余件，对于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

条件的，提出检察建议 170 余件，撤销

监护人资格 200 余件。此外，2022 年

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

9700 件，同比增长近 50%。

“当前，我们正在编制未成年人综

合司法保护指导性案例，将在今年发

布，为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

年人案件如何更好融合履职提供参照

指引。”那艳芳表示，2023 年，最高检

将研究制定未成年人检察融合履职的

工作规程和指引，建设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库，

推动建立一体履职、全面保护、统分有序的未成年人检察融

合履职模式，不断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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