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政治政治2023年 7月 14日 星期五

前不久，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建外街道的某医药公司人事

经理李瑞遇上个棘手事：公司

有 4 个职工的孩子今年 9 月就

要入学，但工作居住证却迟迟

没有办完。眼瞅着日期一天天

逼近，李瑞想起了“暖心线”，一

个电话找到所在的楼宇党委求

助。楼宇党委将企业的需求报

给了街道，后经过区委组织部

协调，人社部门现场为该写字

楼有办证需求的企业进行详细

讲解，面对面教流程。

建外街道是北京商务中心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区面积

4.4 平方公里，有 147 栋商务楼

宇，容纳 1.6 万余家企业，30 多

万人在此工作。我们将一栋栋

楼宇整合为 9 个楼域，形成“街道工委—楼域党委—楼

宇党委”三层架构，通过楼域党委统筹、调动和凝聚楼

宇资源，探索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的新路。

解决难题要先学会主动找出问题。我们用好“铁脚

板”功夫，不定期爬楼入户走访，定期全覆盖大走访。在

走访中，很多楼宇员工提出，周边金桐路东侧围墙破旧，

希望改善。为此，我们发放 120 份问卷征集建议。与此

同时，我们还召集楼宇党委、楼宇产权方，市、区相关部门

等多方协商、集思广益，决定以废旧用品为原料，将其改

建设计成了再生环保景观墙。

聚焦各方关切，协调用好各种资源，是做好基层治

理的重要方法。后来，我们又开发了“数治建外”数字化

平台，更快问需于企、更好整理分析，把与楼域发展治理

相关的资源、需求、服务梳理成了三项清单。各类主体

根据需要，按规则启动“发布、收集、共商、聚资、分派和

反馈”机制，推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快速响应。

问需于民办实事。在一次次派单式服务中获得企

业的更多认可，在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中赢得

群众的更多信任。从走基层找问题，到聚合力解难题，

再到一条“暖心线”方便群众“出考题”。会听意见诉

求，会找症结所在，会跟群众商议，才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好思路。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党工委书记）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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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行走R

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两个暖瓶，三张办公

桌，几把凳子，再无其他。“屋里挤满了上访群众，

大都是来要工程款的。”回想起 2006年初到江苏

省泗阳县信访局上班时的场景，徐建星记忆犹

新。尽管很多人告诉他信访工作不好干，徐建

星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当天站在门口的那一

刻，他仍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受限于当时的信访流程，信访部门很难对

所有问题进行跟踪管理。“有时候，我们安抚群

众情绪、弄清原委，协调交办相关部门，但有的

部门推诿，有的拖延不办，很容易引发重复上

访。”徐建星没少为此烦恼。

人员少，效率低，难题如何破局？泗阳县

委政法委副书记倪海霞介绍，按照“资源整合、

功能融合、效能聚合”原则，泗阳县近年来打造

“一站式”县乡村三级社会治理服务体系，推行

“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机制，探索全链条

解决信访难题。今年 1 月以来，全县共受理矛

盾登记 2179 件，化解 2114 件。

资源整合—

打造一支能力强、素质高
的调解队伍

干了 17 年信访工作的徐建星，因为调解

工作成绩突出、接访能力强，虽然已到退休年

龄，仍被聘为泗阳县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调解

员。“矛盾化解、纠纷调解、信访督办，每个环节

都考验着调解员的综合素质，除了要对国家政

策、法律法规烂熟于心，还要会做群众工作。”

徐建星坦言，打造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的调解

队伍十分重要。

为了充实调解员队伍，泗阳县从网格员、

志愿者、基层干部等群体中择优选拔，组建了

一支 1000 多人的调解队伍，基层民警王乃文

是其中一员。

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王乃文翻阅着他

今年处理的卷宗，卷宗详细记录着事情原委、

交办部门、案件办理进度以及经办人员满意度

评价。“看到群众的难题得到解决，自己很有成

就感。”王乃文说。“我们会通过电话随访、群众

热线，对调解员进行评价管理，开展专项督查

考核，对不能胜任者及时予以调整。”泗阳县司

法局局长张鸿翔说。

泗阳县司法局会定期组织调解员队伍参

加集训，各乡镇还会根据当地情况组织专题培

训，让调解员队伍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回应引导

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职能融合—

办好一件事情只需进一扇门

实际信访工作中，很多案件涉及多部门管

辖，但有时候交叉区域谁也不管，互相扯皮。

2017 年，倪红霞从穿城镇党委书记任上

来到泗阳县信访局担任局长，多年的基层工作

经验让她明白，老百姓信访办不成事，很多时

候问题根源在于部门间沟通合作不够。

倪红霞与泗阳县人社局会商讨论后决定，

将劳动监察大队作为试点部门进驻信访局。

原本两周才能完成的信访案件，只需三天就能

完成，大大缩短了办理周期。

试点成功后，多个部门负责人给倪红霞打

来电话，纷纷表示想要入驻办公。“这么多部门

打 电 话 提 想 法 ，而 不 是 我 去 催 办 ，这 是 第 一

次。”倪红霞认为原先机制没捋顺，造成很多不

必要的困扰。

办好一件事情只进一扇门，靠的是多部

门同时会商、协同办理。今年 2 月，泗阳县某

房地产项目中 19 栋、24 栋因配电箱改建问题

需延期交付，如何赔付业主违约金？部分业

主来到泗阳县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反映问题，

泗阳县住建局市场科第一时间召集征收办、

供电公司、众兴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现场对接

交办，要求逾期开发商拿出计划，确保在承诺

时间交房。

“现在办事效率提高很多，大家也经常针

对案件互相交流。”泗阳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周

道胜说。

截至目前，泗阳县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设

有住建、人社、民政等 10 个常驻部门窗口，还

有教育、卫健等 10 个轮驻部门，集中办理来访

接待、矛盾纠纷调解、涉法涉诉联合接访、农民

工权益维护、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业务。

效能聚合—

将矛盾纠纷进行全链条
解决

“俺们今天来是要工资的，在橡槐村桃树

地里干了活，工资却没给。”泗阳县社会治理服

务中心来了 26 名农民。他们曾经向镇、村两

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反映过，但都没有彻底解

决，今天来县里试试。

“您先别急，我们已经掌握相关情况，会帮

您督办。”了解事情原委后，第二天，泗阳县社

会治理服务中心召集泗阳县人民法院、三庄镇

司法所和橡槐村村委会，一起调解处理劳资纠

纷。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责任方三庄乡修怀

土地股份合作社须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剩余劳

务欠款。在调解完的三个月内，泗阳县人民法

院法官携带《督促履行裁决书》两次前往橡槐

村督促合作社履行法律义务，最终，26 名农民

领到拖欠的工资，案件办理终结。

在努力实现问题在镇村两级解决的基础

上，对于村级排查出的问题，能调处的由属地中

心调处，不能调处的依次向县乡两级中心提请

会办，由中心召集相关部门会办，确定具体承办

部门或人员，必要时组织联合接访、联合调处。

“在县乡两级，群众来访登记问题，则由县

乡两级中心集中受理、统一分流交办至相关入

驻部门调处，调处成功的，反馈结果、办理终

结。”倪红霞介绍，调处不成的，向上级提请会

办 ，由 县 级 中 心 组 织 相 关 部 门 、人 员 联 合 办

理。如仍调处不成，则引入仲裁、行政、诉讼等

渠道处理，坚持起诉且符合受理条件的，导入

诉讼程序，实现闭环处置。“我们将按照‘资源

整合、职能融合、效能聚合’原则，继续优化流

程、完善机制，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泗阳

县委书记马伟说。

江苏泗阳县推行“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优化服务体系 解决信访难题
本报记者 白光迪

“听说养殖补助金每户 10 万元，可到手却

没有这么多，这是咋回事？”不久前，福建宁德

市 寿 宁 县 犀 溪 镇 一 位 村 民 向 当 地 纪 检 干 部

反映。

“经查，该村主要负责人为解决部分村务

支出，擅自截留了应发给群众的奖补资金，群

众反映问题属实。”犀溪镇纪委书记、监察组组

长张颖介绍，很快这名村干部受到处理，相关

资金也被收缴。

这起案件的高效处理，离不开宁德市纪委

监委推动建立的乡镇纪委履职工作机制。瞄

准不会、不愿、不敢监督等“痛点”问题，宁德市

纪委监委先后制定出台《乡镇（街道）纪（工）委

监察组履职要点》《镇村组织及人员履职常见

问题和监督路径指引》等 6 份指导性文件，以

“说明书+清单式”形式汇编成册，供纪检监察

干部使用。“我们进一步细化上级文件，实现表

格化、清单化落实，同时探索制定村党组织纪

检委员监督工作流程、台账，督促纪检干部发

挥作用。”宁德市纪委副书记陈为忠说。

蕉城区蕉北街道纪工委将蕉北街道 8 个社

区划分为 4 个片区，由街道纪工委干部、不同片

区的社区党组织纪检委员等人员组成片区交

叉监督组，开展跨区域异地监督检查。

“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是纪检监察机关的

‘前哨站’，在基层治理中承担重要职责。我们

必须坚持把推动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有效履职

作为做强基层监督的关键点，长期坚持，久久

为功。”宁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邓

伟斌说。

福建宁德市提升乡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

列明工作清单 加强基层监督
本报记者 付 文

■基层治理新实践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