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全域党建·辽宁省 □2021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孟 航 □本版美编 龙双雪B8

近年来，辽宁省鞍山市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
和省委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
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
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市委高度重视，统筹推进
试点工作。鞍山市委主要领导
周密部署、高位推动，市委常委
会研究出台《中共鞍山市委关
于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的决定》，对试点工作做出总体
设计。市委组织部把抓好试点
作为重要任务，切实履行牵头
抓总、制定政策、创新机制、督
导考核等职责，全力推动试点
工作。

坚持“三个引领”，把党的
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各方
面各环节。

坚持政治引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加强政治建设，充分发
挥各级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
理作用，确保政治方向不偏
离。市委推动鞍山师范学院成
立社会治理学院，总结实践经
验、加强理论探索、培养治理人
才；对8100多名党支部书记进
行全员轮训，引导他们增强坚
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制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坚持组织引领。通过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织密建强党
的组织体系，提升组织力，强化
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党群服务中
心服务载体作用、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做好基
层治理和服务群众工作。

坚持机制引领。健全党组
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
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等机
制，以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
治理“千条线”。比如，海城市
中小村党委制定实行“三制五
法七公约”，其中村事民议制、

村财民管制就是为了杜绝“一
张嘴”定事、“一支笔”管事，真
正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

坚持“三个互动”，充分调
动群众、企业、基层参与社会治
理的积极性。

与群众互动。各级党组织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运用8890
总平台和“党群一张网”，宣传
党的政策，倾听群众呼声，解决
群众诉求，提供便捷高效的服
务，实现网络平台和实体大厅、
线上运行和线下服务一体化。

与企业互动。通过 8890
总平台联动政银税企对接服务
中心，实行领导干部到企业现
场办公制度，选派企业信息员
17306人，有效畅通企业需求
上行和惠企政策下行通道，做
好企业的“店小二”。2020年，
鞍山市副市级以上领导深入
275户企业解决问题700余个，
企业信息员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3600余个。

与基层互动。通过人往基
层走、权力向基层下放，有效解
决上下沟通不顺畅、基层权责
不统一等突出问题，充分调动
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鞍山市组织全市1281名党政
领导干部与乡镇（街道）、村（社
区）建立互动联系点；把每周五
确定为“党团活动日”，各级机
关深入基层送政策、送帮扶、访
实情；建立支部书记通信员制
度，121名通信员直接向市委
反映问题。

“一平台”“一张网”，推动社会
治理和服务群众高效统一

设立“一委一办”协调机
构。“一委”即市群众工作委员
会，书记、市长共同担任主任，
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把关定向。“一办”即市群众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抓工作
落实。“一委一办”坚持以事为轴
心、常态化运转，书记、市长批
办疑难诉求194件，推动党群
服务中心体系建设，定期召开

会议听取汇报、解
决重大问题。

建立统一的
线上平台。鞍山
市 依 托 民 心 网
（8890 平台），整
合智慧党建、政务
服务、城市管理、
综合治理等网络
功能平台，打造
全市智慧化党群
服务总平台和手
机APP。

构建全市基
层社会治理、服务
群众“一张网”。

鞍山市以建设“三个互动”体
系为目标，整合党的建设、社
会治理和服务群众各类资源，
以党组织为联结，以党员为骨
干，有效联通各类组织和广大
群众，实现党建、治理、服务

“三网融合”，形成全市“党群
一张网”。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体系。
作为“一平台”和“一张网”的线
上线下功能融合载体，鞍山市
整合党建服务、政务服务、便
民服务场所和资源，打造服务
实体形态的战斗堡垒；在市县
乡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分别设
置党建服务、8890群众诉求办
理、8890便民服务、网格化管
理和服务四个功能性平台；在
社区（村）设立“六站”，其中“四
站”与“四平台”对接，另设
8890幸福驿站和贫困户救助
站。目前，全市已实现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全部覆盖、有效
运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
服务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办理
群众诉求。本着“暴露问题不
可耻、解决问题最重要、为民
办事最光荣”的工作理念，鞍
山市委组织部制定《鞍山市党
组织和党员办理诉求办法》，

将8890诉求办理平台作为办
理群众诉求的主渠道，推动党
组织领导协调政府及其它组
织依法办诉求，推动党员干部
主动接访、解决诉求。截至目
前，平台累计受理群众诉求突
破100万件，办结率99.8%，按
时反馈率96.8%，群众满意率
97%。在村和社区建好群众
诉求办理和贫困户帮扶“两本
账”，纳入全市统一“民生问题
池”管理。

推进政务服务与便民服务
一体化。鞍山市依托8890便
民服务平台，线上统筹全市政
务和便民服务功能，开设20大
类64项线上便民服务；线下优
化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大厅服
务事项，“一枚印章管审批”，提
供精准高效的便民服务。

建设8890幸福驿站服务
综合体。鞍山市大力发展社
区经济，以社区为单元，整合
闲置资产，通过市场化运作，
为群众提供生活、购物、养老、
医疗、信息、金融等服务。比
如，立山区灵山街道灵西社区
成立了为居民提供养老康复
服务的“依托家”助养服务站、

“颐和家”康养服务站；可容纳
350 余人同时就餐的“溢香
家”；可容纳40名患者同时就
诊的“益康佳”；提供无偿课后
辅导的“育英家”等，为社区居
民提供多样化服务。目前鞍
山市已建成幸福驿站服务综
合体1178个。

做实网格化管理服务。依
托网格化管理与服务指挥平
台，鞍山市将市区划分为1.29
万个网格单元，配备1815名网
格员，通过智信APP联入“党
群一张网”；将市区内6.4万多
个井盖、电线杆等公共设施逐
一编号管理；制定《鞍山市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网格化
管理和服务办法》，充分发挥网
格全覆盖、多功能、动态监管、
即时服务的优势，实现“一网治
理、一网服务、一网指挥、一体
督办”。

注重机制创新，保障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取得实效

优化权力配置机制。鞍山
市按照“明责、赋权、扩能”的要
求，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保障下倾，赋予乡镇街道相应
职责权限，加强人才、技术、资
金等方面的保障，保证基层事
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
层事情有人办。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机制。
坚持“依靠群众管理服务群众”
的理念，动员各种社会组织、志
愿者团队、服务团队发挥作用，
解决了基层服务力量不足的问
题；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立社会
组织孵化培育体系，培育发展社
会组织1156个、心理疏导团队
500余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
织36个、民间调解组织80余
个；建立23支青年奋斗者团队，
组织1398名青年干部人才积极
投身服务企业和群众工作；发展
壮大“郭明义爱心团队”，目前已
有31万余名志愿者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

强化法治保障机制。出台
全国首部群众诉求办理地方性
法规《鞍山市群众诉求办理条
例》，对群众诉求谁来办理、办
理什么、怎么办理等问题作出
制度安排；整合上级派驻乡镇
（街道）执法力量，组建统一的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配合网格
化管理和服务指挥平台，实施
综合执法。

完善群众诉求办理机制。
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
的线上线下办理诉求情况全部
纳入“问题池”，建立“受理—分
转—审核—分析—调查—督
办”闭环办理机制；不断完善群
众诉求办结情况回访制度，对
群众不满意的诉求件，立即启
动督办程序，督办后群众依然
不满意的，严肃问责相关责任
人；将群众诉求办理情况纳入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
体系，作为评先评优、绩效考
核、提拔重用的重要参考。

鞍山市：
资源整合，织密党建、治理、服务“一张网”

鞍山市铁东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童心向党、礼敬老兵”活动。

鞍山市党群服务中心指挥调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