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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上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

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

如何强化城市基层党建？

如何吸引居民广泛参与社会治

理？南平市深化“近邻”党建，

引领居民群众投身小区治理，

激活“远亲不如近邻”的城市基

层善治基因密码——

小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
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近年
来，南平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基层党建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

“近邻”重要理念有机融入基层
党建工作，聚焦破解城市基层
党建融合不足、小区治理存在
痛点难点、城市“陌生人社会”
缺乏互信等问题，通过推行近
邻党建工作，深化拓展“机关联
社区”工作机制，把党的工作触
角延伸到“最后一米”，有效激
活共建共治共享的近邻密码，
破解了小区治理困境，点亮小
区居民“平时常联系、有事共商
量、邻里一家亲”的幸福底色。

“红色纽带”——党群相连共治

冬日暖阳下，南平市延平
区剑津社区武夷香榭小区的党
群连心园里，小区党支部牵头
召集业委会成员、楼栋党小组
组长、居民代表齐聚一室，召开
小区近邻碰头会。

“今年小区业委会的工作
情况和财务报表已经发给大
家，请认真评议。”“小区的垃圾
分类点设置还没到位，要尽快
推进。”……在这个碰头会上，
小区党组织成员与居民群众共
商邻里事，共话邻里发展。

武夷香榭小区是一个无物
业半开放式小区。为解决小区
失管问题，由退休党员干部、小
区在职党员、贤达人士等13人
组成了“红色管家”班子，引领
小区居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
近邻共建，牵头解决了垃圾乱
堆、车辆乱停放等大小问题20
多项，将脏乱小区变为绿化美
化亮化的幸福小区。

在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体
系化的大环境下，基层社区普遍
暴露出党组织在小区存在“空白
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毛细
血管”没有完全打通的共性问
题。南平市紧紧抓住小区治理这
一“牛鼻子”，持续推动组织体系
全面覆盖，全市建成“县（市、区）
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
区（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五级组织网格体系，成立社区大
党委214个、小区（片区）党支部

728个、楼栋党小组2143个，小
区党组织覆盖率达89%。

把党组织建到家门口，居民
与居民、居民与组织、组织与组织
之间，形成了一条互联互动、一贯
到底、强劲有力的红色治理纽带。

邵武市强化在职党员“单
位人+社会人”双重管理，推行

“小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引
导在职党员八小时外开展“家
门口式”服务，示范引领群众共
同参与小区治理。顺昌县根据
相对开放的老旧小区、相对封
闭的新建小区等不同情况划分

“区”“片”，结合老旧巷路、居民
楼栋等不同情况推选在职党员
担任巷（路）长、楼栋长，形成“五
长共治、巷栋联管”的工作机制，
在小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行近邻党建工作以来，
南平市积极动员在职党员或有
威望、有热心、有公心的退休党
员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支部
委员、楼道长、楼栋长，推行“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提升党支部
书记与业委会主任“一肩挑”和
党员进入业委会的比例，打造
出了一大批有组织力、带动力
的小区“红色管家”“红色业委
会”。大力推行“机关联社区、党
建促治理”机制，机关单位党组
织与社区党组织联建共治，在
职党员到单位共建社区和居住
地社区（小区）“双报到”“亮身
份”，认领共建项目，开展志愿活
动，进一步凝聚小区治理合力。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党群连心，风雨同
舟，党旗挺在了最前面，南平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彰显。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社区组织动员能力不足、人手
力量不足等问题，全市2570多
个机关单位党组织、2.8万名在
职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就近到
社区报到支援，在一线集结，监
测卡口、小区楼宇、城市公园等
重点区域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站，设立了临时党支部。随着
冬季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机
关党员下沉、社区干部联控、巷
（楼、栋）长联防工作机制高效
运转，“区块管理+巷长制”“社
区+网络+群众”“三化三防”等
联防联控模式创新推行，筑牢
了疫情防控的红色防线。

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
小区。南平市推动党组织建到小
区、楼栋，赋予基层治理新的生
命力，群众与党组织更加贴心。

“暖心菜单”——近邻相融共建

“家门口附近就有个社区青
少年宫，更方便孩子的课外学习
和兴趣拓展，‘四点半课堂’也为
我们解决了孩子放学作业和辅
导的困扰问题。”周边居民感慨
地说，在延平区江南八仙小区
社区青少年宫里，免费开设的
编程课上学生们专心致志、兴
趣盎然。把青少年宫办到社
区，是南平市探索以“近邻”理念
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资源力量
下沉小区，参与小区共建服务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南平市
充分整合辖区资源，吸纳驻社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影响力
的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
队伍等组建联席会议，与小区
签订共建协议，充分“撬动”了
融合的智慧和力量。

建阳区各联建单位、驻区
单位和“两新”组织等党组织与
社区党委签订“党建联盟”共建
协议，建立辖区资源、群众需求
和共建项目“三张清单”，推行

“群众申办、社区交办、机关领
办、街道统办、群众评办”的“五
办”联建工作法，推动人力、阵
地、项目等资源共享。武夷山
市推动198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与17个社区结对共建，
建立社区大党委“轮值主席”制
度，商讨制定共建计划，研究解
决实际问题，打破街道社区与
机关单位各自为政的壁垒。

变“单一服务”为“多元供
给”，通过小区点单、街道派单、
单位送单、小区评单的“菜单
式”共建服务，满足了小区建设
各种需求，让小区居民真切感
受到幸福温度。

光泽县联建党组织通过实
地调研、“走亲戚”等方式问需
于民，运用线上平台实现小区
和居民群众诉求“一键上报”、
管理中心“一键交办”、联建单
位“一键办理”，帮助社区实施
护栏修护、社区违章搭建清理
整顿、电动车充电难等共建项
目114个。松溪县形成共建新
常态，每月28日固定开展共建
活动，围绕“管一管身边小事、
扫一扫小区街巷、劝一劝邻里
纠纷、帮一帮困难群众、讲一讲
好人好事、提一提发展良策”的

“六个一”内容，联建单位深入
社区开展“联学共建”主题活
动，帮助建设公益项目124个。

一桩桩一件件揪心难事，需
同心合力解决，街道社区“独唱”
变成了多部门“合唱”。截至目
前，南平市召开街道、社区党建联
席会523场次，解决群众反映的
问题4571个，进一步推动工作落
地落实，小区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称“党建更暖心、服务有质感”。

“熟人小区”——邻里相亲共享

“这样的活动要多开展些，
邻里之间常聚在一起，感情就
深了。”在顺昌县双溪街道富州
社区，一场以“建设和谐邻里，
共创文明社区”为主题的首届

“邻里党建文化节”吸引了不少
小区居民驻足，参加趣味活动、
观看邻里晚会、评选先进楼栋
长和业委会成员，近邻文化和
睦了邻里关系。小区居民纷纷
表示，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
邻居金不换。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居
民生活节奏加快、休闲方式多
元，传统守望互助的邻里模式
正在消解，社区居民看似“比邻
而居”却心隔天涯、形同陌路。

南平市坚持以拉近居民之
间感情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作
用，通过开展邻里活动、培育邻
里文化、密切邻里关系等措施，
增强居民主体意识和家园归属
感，引导居民走出家门、相互交
流、增进感情，变“陌生人社会”
为“熟人小区”。

共享欢乐，邻里活动邻里
办。建瓯市都御坪社区新校场
巷逢年过节举办小巷联欢会，
引导居民走出“小家”，共建“大
家”，被居民称为“幸福小巷”。
邵武市天润小区开展清华公益
专场学习分享会，为辖区孩子
学习路上扫清迷茫、明确方
向。武夷山市崇阳溪小区端午
节组织居民举办包粽子、猜灯
谜等应时的传统节日活动，让
大家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品
味感受节日的气氛，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

共享温情，邻里事情邻里
帮。政和县创新“民声”反馈渠
道，在小区、巷弄推进“民情
码”，打造民意“码”上听、民困

“码”上办的线上服务平台，常
态化开展“邻里敲门服务日”

“邻居零距离”等活动，形成强
大邻里向心力。延平区倡导

“同住楼栋一家人”理念，引导
小区组建“红黄绿”三支睦邻互
助队，开设“近邻热线”“便民微
心愿”收集邻里需求，提供便民
服务，有效融洽邻里关系。

共享成果，邻里问题邻里
议。光泽县社区设立“近邻说
事厅”，在人员较密集的小区、
商店等设立“近邻说事点”随时
问事、定期评事。邵武市探索
建立“红色会客厅”“邻里汇”群
众议事活动、互动交流平台，共
议小区治理“金点子”，寻求邻
里相处最大“公约数”。浦城县
引导群众通过楼栋（街巷）党
员、小区居民微信群、“三长”主
动上门走访等线上线下渠道了
解群众诉求，及时帮助解决居
民“烦心事”“揪心事”。

远亲不如近邻，党群守望
连心。南平市不断探索“近邻
党建”新模式，“红色引擎”动能
持续释放，邻里合力不断汇聚，
时代强音全面奏响，居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
升，开创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的生动局面。(图片由南平市

委组织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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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延平区学生放学后在社区青少年宫

“四点半课堂”学习人工智能编程。

南平市延平区社区青少年宫。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郭文治 孟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