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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仓江苏太仓：：
以党建以党建““融合力融合力””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郭文治 孟 航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对基
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既是健全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重要内
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作。
近年来，江苏省太仓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
落实全国、省及苏州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
求，大力实施城市基层党建“融
合力”工程，积极探索基层党组
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
融合，充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和重要交通枢纽节点优
势，融合多方资源力量，有力激
发城市基层治理活力，构建城
市基层党建新格局。该市先后
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等荣誉称号，并荣
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推动城市基层组织融合
变“单兵作战”为“联合作战”

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
领导，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为
此，太仓市坚持高点定位、系统
谋划，聚焦推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以“融合各方资
源、融合中心工作、融合多元力
量”的工作理念，不断放大城市
基层党建整体效应，持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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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统筹定好治理坐标。
太仓市聚焦推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将城市基层党
建作为书记项目，由市委书记
领衔进行破题；围绕城市基层
治理痛点难点，以太仓市65个
社区为观察靶点开展调查研
究，摸清问题、找准症结、明确
方向，制定出台《关于实施城市
基层党建“融合力”工程的意
见》以及推动共驻共建互联互
动、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深化政社互动等配套性文件，
构建起城市基层党建制度体系
的“四梁八柱”，形成以政治引
领力、组织支撑力、人才驱动

力、服务凝聚力为核心的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方向。

精细布局建好联动机制。
太仓市积极构建市、镇区（街
道）、社区三级党组织联动工作
机制，建立1个市级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专委会，11个镇区（街
道）大工委，65个城市社区大党
委，把辖区内代表性强、影响力
大的单位、行业党组织负责人
选任为大工委和大党委的兼职
委员；健全日常联系、年度考
核等三方面硬性机制，明确双
向沟通、双向考评等四方面九
项工作责任，推动基层党建工
作在基层一线真正落地落实。

多方携手牵起合作联盟。
太仓市全面推进城市基层党建
共驻共建互联互动，深入实施
红色“1+3”工程，推动281个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两新”组织等各领域党组织与
65个社区党组织挂钩联系、结
对共建，明确共抓基层党建、共
建议事机制、共推基层治理、共
做精准服务四方面重点工作；
组建城市基层党建“融合力”服
务联盟，建立需求、资源、项目
三份清单，社区党组织和共驻共
建单位党组织对照清单双向认
领、双向服务：太仓市65个社区
党组织制定需求清单256份，共
驻共建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提供
资源清单278份，并在摸清居民
群众需求、找准契合点的基础
上，共同协商形成项目清单265
份，为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
治理模式、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
提供精准高效服务。

推动城市基层功能融合
变“自我管理”为“规范共促”

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建
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
出政治功能。对此，太仓市牢
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全力抓好支部建设、队伍培育、
基础保障等各项工作，夯实基
层融合发展基础，强健基层治
理“筋骨体魄”。

强支部促争先。太仓市加
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
施党支部和党员“动力工程”，
对照动力指数、实行清单和星

级化标准进行评定，点燃“星星
之火”，掀起“燎原之势”；将支
部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全面推广“行动支部”工作法，
要求每个社区围绕中心工作至
少成立1个“行动支部”，把支
部建在党组织为民服务项目、
党员群众自发形成的志愿服务
团队以及社区社会组织上。目
前，太仓市65个社区围绕领导
基层治理、维护和谐稳定、服务
基层群众等工作建设各类行动
支部132个，在各项重大任务
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市容尖
兵”“市场监管卫士”“娄城净
颜”等行动支部带领广大党员
冲锋在前、担当在前，以先锋行
动助力攻坚克难、决战决胜。

强队伍展作为。太仓市实
施社区党组织书记“头雁工
程”，组织开展4轮定制化培训
班，实现对社区党组织书记脱
产培训全覆盖；每季度组织开
展社区书记讲坛，围绕基层社
会治理、提升群众幸福质感等
开展座谈交流，让“雁之声”唱
响治理“新思路”；出台社区工
作者队伍建设实施办法，建立

“三岗十八级”职业发展体系，
实行岗位等级动态调整、逐级
晋升制度，推行人员退休后提
高经济待遇制度，让干得好、想
干事的社区干部有甜头、有奔
头；着眼新一轮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实施社区党组织书记
后备干部三年培养计划，定向
培养59名后备人选，为推进基
层治理蓄足源头活水。

强保障硬底气。太仓市明
确取消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
协税护税等工作任务，推动街
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党建、
抓治理、抓服务上来；聚焦减负
增能、经费保障等环节，巩固深
化“牌子乱象”清理规范成效，
持续解决困扰城市基层的形式
主义问题，建立社区事项准入
机制，制定58项社区协助政府
工作和依法履责2份清单，明
确增加事项须由市委审核批
准，为社区事务划定边界、筑牢
篱笆；建立财政投入为主，党费
补助、社会支持、社区自我补充

的多渠道投入机制，落实社区
工作经费和党组织为民服务专
项经费，保证每年每个社区财
政投入平均达到40万元以上，
保障社区高效运转。

推动城市基层服务融合
变“孤舟独桨”为“统筹发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
的根本宗旨。只有在城市中牢
牢扛起“为民服务”这面大旗，党
的工作才能得人心、聚民意。为
此，太仓市紧盯社区居民需求
侧，科学布局城市党建供给侧，
通过一贯到底服务体系、集成
集约服务平台、多元多项服务
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服务，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度。

一“网”兜起民生大小事。
太仓市优化社区基层党组织架
构，以太仓市社会综合治理联
动网格为基础，组建网格党组
织504个，构建由“镇区（街道）
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
组织”组成的三级组织架构，把
组织链条延伸到基层治理的

“末梢神经”；将网格内各类组
织全部纳入党的工作范围，实
现“党建网+综治网”两网融
合，推动近万名党员下沉基层
治理一线，让资源“下”得去、问
题“上”得来。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重
大任务中，太仓市2000多个党
组织、1万余名党员冲锋在前、
深度参与、精准服务，贡献了强
大的组织力量。

一“站”集聚服务多功能。
太仓市建设总建筑面积1500

平方米的城市党建融合服务中
心，有机联结便民服务中心、人
才公寓、区域党建工作站等城
市资源，为党员、群众、人才等
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实用化、多
样化、温馨化的“一站式”服务；
在太仓市范围内推进“海棠花
红”先锋阵地建设，建成“海棠
花红”先锋阵地303个，构建
市、镇区（街道）、社区三级阵地
服务体系，以党组织为核心引
领凝聚各级政务部门、群团、社
会组织、公共服务资源、专业力
量以及先进模范，实现“组织集
成”“服务集成”“示范集成”，全
力提升社会治理“软环境”。

合“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太仓市统好社会力，深入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举办城市
党建“融合力”工程推进月活
动，集中发布三大类十大服务
项目，与上海市嘉定区签约成
立“嘉太同城融合党建带”，对
标先进地区、集聚优质资源，调
试为民服务最优温度；用好物
业力，抓扣物业党组织纽带作
用，打造“海棠红管家”物业管
理品牌，建立“3+3+N”红色物
业协同治理体系，实行物业企
业“红黑榜”动态管理，让小区
管家服务到家；挖好内生力，整
合驻区党员、干部及社区群众、
志愿服务队伍力量，开展方针
政策宣传、社区矛盾调解、爱心
帮扶等服务活动，组织群众积
极参与小区重大事项决策，营
造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良好
风尚，增强群众自管、自治的主
人翁意识。（图片由太仓市委组

织部提供）

太仓城市风貌。

太仓市城市党建融合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