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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村街位于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
镇关口场社区，是汶川地震后场镇唯一
重建的街道。多年来，因产业凋敝、基
础配套设施落后、场镇人口锐减等多种
原因，花村街一度出现街面破败不堪、
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丹景山镇党委、
政府在彭州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确
定了“共建共治共营”的工作思路，通过

“赋权、赋能、赋值”于民，深入推进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形成

“党建引领、双向联动、共建共治共营、
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仅用半年
时间就实现了花村街从“最差街道”到

“最美街道”的蜕变。
花村街通过以居民最期盼的街道

改造项目为抓手，引导居民通过坝坝会
推选5名社区乡贤组建共建委员会，负
责街道整体打造工作。在共建委员会

的带动下，街道居民全程参与规划设
计、方案确定、施工比选、物资采购、质
量监督等各个环节，并在社区外部环境
改造中，自主选择房屋立面颜色、工程
材料，真正实现由“为民做主”变为“由
民做主”。

据了解，起初花村街乱搭乱建、乱停
乱放、出摊占道等乱象比较严重。为此，
丹景山镇党委、政府引导社区热心群众
组建共治委员会。共治委员会成员分工
协作，设花司令、水司令、卫生负责人、车
辆摆放负责人、摊位管理负责人等28项
职务，几乎囊括街面公共空间的大小事
务。同时，镇党委、政府利用“微党校”

“农民夜校”等平台邀请社区能人开展社
区治理教育培训，弥补居民在社区治理、
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短板，大大提高居民
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和精准度。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居民营商热
情，丹景山镇党委、政府指导成立共营
委员会。共营委员会成员积极提供营

商建议、给予支持鼓励，并且举办了传
统棒棒会、冷餐会、邻里小吃比赛等各
类活动，“蛮姐食堂”“十里春风”等网红
打卡商业业态陆续形成。同时，镇党
委、政府加大对餐饮、民宿、文创等产业
扶持力度，吸引童话火车乐园等一批产
业化项目落地，并且有效盘活田地、闲
置房屋等资产资源30余处，解决200余
名社区居民及周边群众就业，助民增收
300余万元，切实将治理效能转化为增
收实效。

丹景山镇党委、政府还积极构建镇
—村（社区）—群众三级良性互动机制，
探索“一体化”乡镇治理体系，深化党群
干群“双向联动”，为社区发展助力，推
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据介绍，为主动适应变革、呼应人
民群众新期待，丹景山
镇党委、政府整合包含
以社区专职工作者、社
区民警、网格员等为代
表的网格力量，以驻村
律师、驻村法官、人民
调解员为代表的专业
力量，以“共建共治共
营委员会”为代表的自
治力量，打造全科网
格，建强基层治理队
伍。同时，丹景山镇以
乡镇治理现代化试点
为契机，建立“一体化”
治理研判机制，由村
（社区）“吹哨”，镇党

委、政府“派单”，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报
到”，实现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快速响
应、精准落地，切实回应居民诉求，协同
化解矛盾隐患问题100余件，信访量明
显下降。

此外，在花村街治理过程中，丹景
山镇党委、政府设立群众公开议事场所

“花村堂屋”，自下而上收集居民意见和
建议。183户居民轮流值守担任“堂屋
当家人”，发动群众为社区发展治理献
策出力，及时商讨解决当前比较集中的
邻里纠纷、违建拆除等矛盾问题。

在推进乡镇治理过程中，丹景山镇
始终把“该党委政府负责的不推诿、该
群众负责的不包办”作为治理红线，在
花村街改造项目上，以“公私属性”划分
来明确政府与居民职责，由政府统筹资
金40余万元用于街面公共景观提升，群
众自筹资金200余万元进行自家房屋风
貌改造，做到政府协同解决“大事”，群
众自治解决“私事”。

““20202020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发布暨经验分享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发布暨经验分享””在京举行在京举行

■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1月24日，“2020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发布暨经验分享”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100家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

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及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平安城市创建等议题，结合各地经验

做法、实践亮点，通过主题演讲、圆桌论坛、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探讨“中国之治”中的智慧与力量。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构建“互联网+警调衔接”新模式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警调样板》，四川省彭州市《以党群联动居民主体 探索共建共治

共营治理新实践》，成功入选2020社会治理创新十佳示范名单。

近年来，110报警
中大量矛盾纠纷“接
进来、移不出、化解
难”。针对此问题，浙
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
州分局在省内首创“警
调衔接”机制，在基层
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
委员会驻所工作室”，
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
解有机衔接，使95%以
上的110警情纠纷就
地化解。

据了解，鄞州分局
制定了《新时代创新发
展“警调衔接”机制实
施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在警调衔接的基础
上，建立与其他类型调
解组织的联动处置机

制，并将重大项目纠纷处置、疑难信访
案件化解、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等领域
纳入调解范围，全力构建“矛盾纠纷联
调联处、和谐成果普惠共享”的工作格
局。“老潘工作室”就是在这样的创新实
践中诞生而来。

“老潘工作室”与法院调解、行业性
调解、民间调解等其他调解类型相衔
接，善用调解艺术和整合后的调解合
力，年均调处纠纷警情5000余起，成功
率超过98%。

2018年，宁波市公安局对“老潘工
作室”进行升级改造，将其打造成集疑
难纠纷调解、管理考核、调解人才培训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老潘警调中心”，并
积极推广“老潘警调”经验。

对此，鄞州分局创建了“一个县级
警调中心管理辖区驻所工作室”的警调
工作新体系，对矛盾纠纷进行前置评估
后，按照矛盾等级，按需调配调解资源，
探索实践“一般纠纷就地调解、疑难纠
纷‘智库’调解、重大纠纷联合调解”的
分级调解模式。

同时，鄞州分局将原江东巡特警大
队业务用房改造建成面积640平方米、
设施齐全的“老潘警调工作室”旗舰店，
在旗舰店内设置了多种规格的调解室，
建设了案件分流室、视频联络室、顾问
议事室、荣誉展示厅等特色功能区，并

且升级改造全区24个派出所警调衔接
室，高标准建设“老潘警调工作室”加盟
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最优的
调解资源，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升
专项矛盾化解能力。

据介绍，鄞州区将科技驱动力运用
在社会治理中，自主研发了具有网上预
约、在线咨询、评价打分等功能的“警调
一网通”系统，并链接至公安门户网站、

“两微”平台、“阿拉警察”APP和城市智
能警务亭自助服务区，将“智库”成员的
专长公示在PC端、手机端、自助服务
端、警务实体端功能“菜单”中，群众可
以在任一终端自助选择预约。

不仅如此，鄞州区还启用“流动调
解车”，对涉及当事人隐私等特殊情形
或来派出所调解有困难的特殊人群，借
助“警调一网通”系统的预约功能，开展

“滴滴式”的上门服务、移动服务。
远程视频调解室的设立也是科技

驱动力在社会治理运用中的一次实践，
鄞州区在每个派出所的“警调工作室”
和城市智能警务亭建设远程视频调解
室，配套建立专家远程调解机制，使群
众在任何一个派出所和智能警务亭都
能享受到专家的远程调解服务。

在鄞州，依托“老潘警调工作室”旗
舰店的多元化功能，通过远程培训、跟
班学习、集中轮训等方式，有更多“小
潘”脱颖而出。同时，鄞州同步建立网
上评估机制，群众打分评价的结果是调
解员考核的重要依据，这也激励调解员
不断提升职业素质。

此外，在不折不扣落实“警调衔接”
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保障的基础上，
鄞州区还创建了调解员“基本工资+级
别工资+以奖代补”的收入体系，有效提
高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2020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发布暨经
验分享”活动评选出的100个优秀案例
中，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民为中心，以基
层干部为核心。社区治理的关键是尊
重群众意愿，汲取群众智慧，维护群众
利益，精准对接需求，及时回应诉求。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向善治迈进，需
着眼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更需要
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探索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为社会治理
共同体建设提供制度化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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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彭州市：

以党群联动居民主体

探索共建共治共营治理新实践

夯实“中国之治”基石 不断开拓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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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彭州市社区党员干部通过坝坝会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 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