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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区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深化落实福建省近邻党建
工作部署，去年以来，莆田市率
先推进“党建+”社区邻里中心
建设，按照“办公场所趋零化、社
会服务最大化”的原则，探索建
立“1+6+X”工作模式，构建开
放、集约、共享的社区服务体系，
有效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
问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以回应群众需求为导向，

探索建立“1+6+X”工作模式

莆田市积极回应群众期
盼，以党建引领为主线，完善社
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食有所安、居有所乐、事有所
办等6项服务功能，拓展其他X
项服务功能，实现社会治理服务
和居民幸福指数的同步提升。

坚持党建引领，高位统筹
推进。莆田市委高度重视“党
建+”社区邻里中心建设，建立
创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市委
书记全面谋划、精心部署，市四
套班子主动作为，市委组织部
牵头负责、问计于民、统筹推
动，市委政法委等33个成员单

位各司其职，确保创建工作有
序推进、高效运作；注重科学布
局、精细服务，市委政法委、市
民政局、市教育局等7家职能
部门分别制定细化子方案，具
体指导中心各功能区建设；明
确“2020 年试点建设 17 个、
2021年再建设21个，基本实现
中心城区全覆盖”的“两步走”
目标，把创建工作纳入各级党
委（党组）书记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的重要内容，形成齐心协力
推进的工作格局。

坚持问需于民，提升服务品
质。莆田市坚持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市场
化运作、公益性扶持等方式，引
进逸百家、金善堂等居家养老服
务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四点半”
学校和托幼托教中心，推动公立
医院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分级诊
疗，打造多元化服务体系；推动
427项民生类高频事项下放中
心、就近办理，配套投入110台
24小时便民服务自助服务设
备，做到家门口“一门式办理”；
推进政府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的
服务事项统一纳入社区邻里中
心集成管理、一体服务，设置党
员活动室、“两代表一委员”工作
室、志愿服务台等，着力打造15

分钟便民利民惠民服务圈。
坚持开放融合，实现共建

共享。莆田市全面覆盖成立8
个街道“大工委”和73个社区

“大党委”，组建376个小区党
支部，组织邻里中心与34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签订共建协议，构
建起协调互动、共建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建立党
员群众服务需求跨区域的调度
机制，鼓励区域内距离较近的
社区共享活动阵地场所；创新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激励机
制，倡导广大党员群众通过参
与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矛盾调
解、扶贫帮困等积攒“福分”，实
现邻里中心人人参与、人人尽
力、人人共享。

坚持强化保障，确保常态
长效。莆田市推动公安、12345、
城管等部门多网联动、互联互
动，整合执法力量下沉社区，实
现“一屏观莆田、一网管全城，
大屏连小屏、百事掌上办”；出
台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管理和薪
酬保障办法，建立“三岗十八
级”岗位等级序列，健全首问负
责、一岗多责、上门走访、服务
承诺、代办服务等社区工作者
服务制度，在每个社区配备不
少于10名社区工作者，切实提

升基层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
建立市级财政投入、县区相应
配套、党费适当补助的建设经
费保障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的
形式，确保邻里中心工作运转
常态、活动长效。

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切实

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党建+”社区邻里中心建
设着力打造居民身边“一刻钟”
便民利民惠民服务圈，架起邻
里互动互联互助的桥梁纽带，
居民服务更加温馨，睦邻关系
更加和谐，基层治理更加高效。

一是有力践行了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党建+”社区邻
里中心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引
领作用，不断丰富各类组织和
群体共同参与治理服务的载体
和阵地，切实打通落实党建工
作和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形成“平时常联系、有事共
商量、有呼必有应、邻里一家
亲”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是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党建+”社区
邻里中心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379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9000多
名在职党员找到参与治理服务
的载体平台，新增345项县区
级以上政务服务事项下放社
区，有效解决社区服务供给能
力不足等问题，减少了30%以
上的城市无序交通拥堵，进一
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三是切实增强了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党建+”社
区邻里中心坚持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在居民家门口导入养老、
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
群众的满意率达到95%以上。
目前，莆田市已完成17个试点
社区建设并投入运营，2020年
成功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并实
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

以强化党建引领为宗旨，

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新路径

“党建+”社区邻里中心，以
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有效整合资源力量，不仅让
居民享受到专业、便捷、舒心的
生活服务，更体会到切切实实
的实践意义。

强化党建引领是创新社区
治理发展的破题之举。社区是
基层基础，社区党组织是离群众
最近的一级党组织，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
里”。莆田市创新社区治理面临
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只
有坚持党建引领主线，发挥好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将党的
建设融入社区工作之中，才能形
成组织合力，切实把党的组织优
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转化为
推动社区治理的正能量。

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是增
进社区睦邻和谐的关键举措。
莆田市社区邻里中心坚持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健全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业态丰富的服务功
能，着力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便利服务。实践表明，
要坚持以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为导向，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具
体人、具体事、具体工作上，做
到群众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
进到哪里，才能增进邻里相交
相融、共筑社区睦邻和谐。

整合资源力量是提升社区
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提升社
区治理效能，仅靠社区的力量
是不够的。莆田市社区邻里中
心坚持开放融合的理念，把驻
区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离退
休干部、工青妇等各类组织和群
体整合起来，共同为基层需求把
脉、为基层服务着力、为基层治
理增效。实践表明，只有在党组
织统筹下，整合各类资源，把各
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才能
不断激活社区治理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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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莆田市现有54个乡

镇（街道），其中街道8个、城市

社区73个，覆盖307个网格、595

个居民小区、62万人口（其中流

动人口18.9万）、1.7万多名党

员、289家驻区单位和6443家

“两新”组织。全市常住人口291

万人，城镇人口179.5万人，城

镇化率达61.7%。近年来，随着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居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更加热

切的期盼。莆田市通过线上调

查问卷了解，社区居民普遍反

映当前迫切需要社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便民事项办理、专家

医生到社区坐诊等服务。

莆田市阔口社区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照料中心挥毫泼墨，各展风采。

点评
■徐月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社区是基层基础，地基固则
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在基
层治理过程中，只有锚定社区这
个“基本单元”、激活社区这个
“神经末梢”，坚持党建引领、提
升治理效能，才能把党和政府联
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变
成“最美一公里”。近些年来，福
建莆田市以“党建+”社区邻里中
心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社区治
理实践，着力完善社区服务体系，

促进了党建与发展的深度融合。
近邻党建实践中社区治理的“莆
田路径”，启示深刻，值得关注。

注重党建引领，凝聚治理合
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区
治理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
证。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
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必须充分发
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社区治
理中的全覆盖，使深化创新社区
治理的过程成为不断巩固和夯
实党执政根基的过程，让党的旗
帜在社区高高飘扬。莆田市高度

重视“党建+”社区邻里中心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这个主线，注重发
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整合各方面力量，
从而把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
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

坚持人民立场，提升治理温
度。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
人民为中心，是社区治理的核心
价值观。社区治理的核心是
“人”，为此要把增进人民利益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贯穿于社
区治理的全过程。民生是最大
的政治、服务是最好的治理。要
在改善民生、强化服务中，让人
民群众成为社区治理最大受益

者和最终评判者。莆田市“党建+”
社区邻里中心坚持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着
力解决居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送到“家
门口”的服务，实现了“寓治理服
务、以服务强治理”的效果，使群
众的满意率高达95%以上。

推动资源下沉，强化治理能
力。坚持重心下移，是提升社区
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
的重要动力。只有坚持开放融
合的理念，把各类组织、群体和
资源有效整合起来，才能最大
限度地激发社区治理的整体效

能。莆田市在推进“党建+”社
区邻里中心过程中，注重推动
资源下沉社区，积极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如：新增345项县区级以上政
务服务事项下放社区，有效解
决社区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问
题；推动公安、12345、城管等
部门之间多网联动、互联互动，
整合执法力量下沉社区，实现
“一屏观莆田、一网管全城，大
屏连小屏、百事掌上办”。这些
措施针对性强，务实管用，为社
区治理增添了资源，增加了实
力，增强了底气。（作者系中国
组织人事报社总编辑）

社区治理：变“最后一公里”为“最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