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党建·厦门□202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孟 航 □本版美编 郭佳卉 B3

全域推进整体提升

厦门市城市风光厦门市城市风光。。

厦门市推行厦门市推行““近邻党建近邻党建””激活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神经末梢””

党群心更近党群心更近 邻里情更浓邻里情更浓
作为东南沿海特区，福建

省厦门市城市化率高达90%，
共有城市社区374个，平均每个
社区1—2平方公里，下辖小区
5—15个，人口上万人。近年
来，厦门市坚持以“近邻党建”为
牵引，以做细做实服务为抓手，
以提升幸福指数为目标，通过建
强基层组织、规范运行机制、丰
富活动载体，加强交流互动，激
发主体意识，增进邻里感情，让
城市基层治理变得更贴近实际、
更富有效率、更具有人情味，群
众纷纷点赞“近邻党建”是“有温
度的党建、有质感的幸福”。

建强“邻”组织

扫楼式摸底。街道、社区
采取进小区、走楼栋、访住户等
形式，并通过在小区张贴通知、
业主群发布倡议等方式，鼓励党
员亮出身份，找出一批未亮明身
份的“口袋”党员、流动党员；根
据摸底调查情况，区分在册、非
在册登记，全面掌握小区在册党
员和居住在本小区的在职党员、
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等非在册
党员底数；依托厦门党建e家，
建立小区党员台账，为成立小区
党支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全覆盖建制。全市按照
“一小区一支部”原则，以单独组
建为主、联合组建为辅的方式，
成立小区党支部1400多个，实
现组织覆盖 90%、工作覆盖
100%。厦门市坚持分类指导、
集中组建，对成熟物业小区，在
册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居民户
数在100户以上的，单独组建小
区党支部；对开放松散的拆迁安
置、无物业小区、老城街巷，合理
划分院落网格，建立院落党支
部、网格党支部。厦门市因地制
宜延伸党组织链条，设立楼栋
（道）党小组、街巷党小组，延伸

设立党员楼栋（道）长，挑选骨干
分子和党员家庭确立为党员中
心户，形成“小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楼栋长（中心户）”
的小区党建格局。

实体化运作。厦门市推行
小区党支部实体化运用，社区党
员全部编入小区党支部建制式
管理，并将在职党员、物业公司
党员、驻区单位和共建单位的报
到党员纳入管理，常态化开展主
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活动；根据

“有能力、有威望、有公心、有热
情”的“四有”标准，有意识地把
热心党员居民挖掘出来、选任起
来，积极推动在职或离退休的党
员领导干部担任小区党支部书
记或第一书记，全市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担任小区党组织书记的
有83名；对小区、院落网格暂无
合适人选的，由社区党支部选派
工作人员担任或兼任小区（院
落）党支部书记。

凝聚“邻”队伍

社区力量充分下沉。厦门
市坚持重心下移、服务下沉，建
立街道、社区班子成员直接挂钩
小区联系点制度，有效整合“八
大员”等力量，除社区必要服务
办公人员外，将社区工作人员分
片负责若干个小区，让社区工作
人员走出社区、走进小区，把服
务力量下沉至群众家门口。湖
里区创新“小区秘书”，社区按照

“1+N”模式选派工作人员入驻
小区担任小区秘书，与业委会、
物业公司联合办公，加强三者协
调联动，推动小区治理问题就地
解决、快速化解。思明区推广

“千百万”群众工作法，社区工作
者常态性走访入户，增进小区居
民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居民服务
需求，帮助群众解决诉求事项。

党员作用充分发挥。全市

推行小区党员亮身份行动，通过
悬挂“党员家庭户”等，强化小区
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结
合小区党员的技能特长，分类选
配小区教师、小区医生等，组建
党员志愿服务队；社区、小区党
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在线发起服
务项目，小区党员主动线上报
名、现场扫码签到，积极配合小
区抓好文明创建、卫生清洁、公
共服务等工作；小区党员对照服
务需求清单，主动认领1-2个服
务事项，带头在家门口为民服
务；实行党员积分制管理，将党
员在小区的表现纳入文明创建
考评和“厦门党建e家”中党支部
和党员个人的加分项，鼓励小区
党员积极参与“近邻党建”工作。

居民热情充分调动。厦门
市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有
意识地发现一批热心居民，挖掘
一批“近邻”能人，建立小区能人
信息库；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大
力宣传守望相亲的“近邻”模范，
吸引越来越多的治理能人更加
深入地参与小区建设，不断壮大
近邻党建力量。在小区党支部
的引领下，社区工作人员、小区
党员、热心人士的一言一行影响
着小区居民，将小区居民的参与
热情调动起来，成为“近邻党建”
支持者、参与者。

打造“邻”阵地

回应居民需求。社区、小
区党组织积极与物业公司、业委
会商议，主动链接共建单位等多
方资源，改造利用配套用房、楼
栋架空层等公共空间，1100多
个小区建成党群服务站，打造家
门口的党建阵地；紧贴居民需
求，因地制宜设置近邻功能室，
并将部分社区功能下沉到小区，
面向居民实行点单式服务，让居
民不出小区即可办理服务事项；

强化上下联动、资源共享，将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纳入“近邻服务圈”，面向居
民开放使用，引进社会组织、志
愿者等专业力量，丰富近邻服务
供给，提升居民获得感。

培育睦邻氛围。厦门市坚
持文化育民、文化乐民，以近邻
文化为切入点，在小区党建活动
阵地、公共场所，设置近邻文化
宣传标语，深挖闽南文化传统资
源，张贴“为官必廉，乡里必和，
睦人必善，非善不交”等厦门历
史名人家风家训，宣传“好厝边”
等先进事迹，树立睦邻榜样，让
居民在近邻文化的浸润中传承
弘扬守望互助的优良传统；结合
小区改造提升工程，挖掘卫生死
角、违章搭盖等公共空间资源，
打造睦邻亭、连心园等，建设公
共停车位、儿童乐园等，增加小
区居民休闲娱乐空间。

丰富活动载体。全市发挥
基层阵地的教育功能，精心打造

“党员读报点”“讲古场”等平台，
将党员教育、垃圾分类宣传等有
机融入邻里活动，开展敬老孝亲
家庭、好人榜等选树创建活动，
大力弘扬家庭美德、厝边文化，
引领守望相亲的邻里风尚；坚持
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搭建邻里
沟通平台，开辟“金厝边”“金好
呷”等活动区域，定期组织百家
宴、民俗文化等活动，促进交流
互动，增进邻里感情。

健全“邻”机制

强化政治引领机制。厦门
市强化小区党支部对业委会、物
业公司的监督引领，明确小区党
支部负责领导业委会筹建、换届
等；坚持小区党支部与业委会

“双向培养、交叉任职”，推动小
区党支部书记通过组织推荐、民
主选举为业委会主任，将优秀的

现任业委会主任、成员发展为党
员，引导小区党员参与业委会竞
选任职，着力打造“红色业委
会”，目前小区党支部书记与业
委会主任“一肩挑”的98人，业
委会主任是党员的211人，党员
担任业委会成员的725人；推行

“党支部先议制度”，小区重大事
项决策前，先由党支部牵头先行
商议，再由党员牵头在业主代表
大会上凝聚共识。

强化自治协商机制。全市
建立组织主导、多元参与的自
治机制，小区党支部牵头倡议、
业主协商制定邻里公约，为小
区自治自管提供指引规范；完
善业主自治共管机制，有意识
地为小区居民有序参与小区治
理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不定期
组织召开厝边议事会、事务听
评会等，主动邀请小区居民共
同讨论小区事务，广泛征求小
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意见建议，
营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
主氛围，激发小区居民的主体
意识，带动更多小区居民参与
到小区治理中，实现“邻里事、
邻里议、邻里定”。

强化共治共享机制。厦门
市深化“双报到”工作机制，
104家市直单位党组织和在职
党员到所挂钩社区报到，407个
市直单位党组织与小区党支部
签定共建协议；“厦门党建e家”
平台开通“党员进社区”版块，
6.48万名机关企事业在职党员
线上回到居住社区、小区党组织
报到服务。全市推行“小区吹
哨、部门报到”，在街道大党工
委、社区大党委层面，优化整合
成员单位、共建单位等资源，落
实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
联络，精准对接需求，常态化开
展“我为小区办实事，聚力民生
谋幸福”等活动，破解各类难题
超过8万件。

开栏语

近年来，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城市基层党建更加注重整体效应，突出系统建

设、整体建设，开创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互促共赢的生动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城市党建》周刊特推出“全

域推进 整体提升”系列报道，集中展示全国各省份全域党建推进工作中的创新做法和优秀成果，为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

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供生动、前沿的实践经验。今年是厦门经济

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外向型经济高度发展的经济特区和港口城市，厦门在基层治理尤其是国际化社区治理现代化方面作出了积极探

索。本期“全域推进 整体提升”系列报道将聚焦厦门市“近邻党建”创新成果。（详见B3-B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