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物业”便民服务行动民服务行动为居民解决生活难题。

嘉峪关市启动“社区管家”行动。

兰州市“共享党课”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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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建强，基层治理就强。近年
来，甘肃省着力搭建“融”的平台，拓宽

“统”的路径，创新“联”的方式，不断增强
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一大批群众身边
的急事难事揪心事得到了有效解决。

健全完善兼职委员制。坚持把实行
兼职委员制作为提升城市基层党建成色
和质量的一把有力标尺，广泛推行街道

“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分别吸纳辖
区单位行业、各领域党组织负责人以及业
委会、物业企业中的党员负责人担任兼职
委员，推行协调议事机制，统筹解决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事。目前，全省139个街
道全部成立“大工委”，1384个社区全部
成立“大党委”。天水市麦积区道北老砖
瓦厂小区是一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停车位少、乱停乱放等问题经常引发矛盾
纠纷，北山路社区充分发挥交警、社区民
警、房产公司等“大党委”兼职委员作用，
通过设置免费停车位、聘用义务劝导员等
措施，化解了矛盾纠纷，解决了居民停车
难题。

广泛推行共建共享。出台推动街道、
驻区单位、行业领域党组织融合共建的
《关于建立健全城市基层党建互联互动共
建共享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大力推广
互联互动双向沟通服务的新方式新形态，
社区党组织根据居民需求列出服务项目
菜单，共建党组织发挥资金、政策、人才等
优势“对单配餐”、解决难题，推动了共驻
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向“责任化”分担转
变，打造融合发展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
局。2020年全省各级各领域共8472家单
位党组织参与到街道社区共驻共建活动，
签订共建协议6778份。省直部门坚持走
在前、作表率，示范带动全省24.9万名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文明

城市创建等活动，解决辖区问题群众难题
和“微心愿”8762件。

做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
街道社区党组织引领作用，整合辖区驻区
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力
量，构建“一核多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
作格局，提升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水平。金
昌市坚持以自治聚民心，健全完善党组织
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
社会参与等机制，推行基层协商民主“六
步议事法”，帮助群众解决了街区路面改
造等热点难点问题300多件。武山县建立
由社区党员干部、辖区党员居民和公益性
岗位人员等组成的“武山社工队伍”，长期
活跃在交通劝导、环境监督、助残扶弱等
岗位上，有效帮助基层解决了交通疏导、
环境治理等问题。

推动网格网络精耕细作。主动适应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
要，大力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合理设置
4307个网格，建立网格党支部3355个，加
大与综治、公安、城管等部门设立的网格
融合，推行“1+1+1+N”人员配备模式，每
个网格由1名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包联、配
备1名网格党支部书记、1名专职网格员
和多名网格协管员，合理安排社区党组织
班子成员、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网
格员，形成了“天上有网、地上有格”的精
细化基层治理新模式，实现群众诉求快速
回应、治理难题及时破解。兰州市利用三
维数字社会管理服务系统，整合优化党
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1713个，建立网
格党支部684个，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大
联网、大联动。嘉峪关市整合各类信息资
源，拓展“云上雄关”手机APP服务领域，
直接与31个社区无缝对接，推进党建工作
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夯实基础
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能力

构筑合力
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
家大厦才能稳固。近年来，甘肃省牢固树
立“重视基层、关心基层、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
策向基层倾斜，让社区党组织有资源、有
能力为群众服务。

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健全财政投入
保障机制，全省98.4%的社区工作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金昌市社区工作经费达到每
年30万元；嘉峪关市连续5年将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建设列为市委为民办实事项目，
累计投入2亿元，新建改扩建31个1500
平方米标准化社区，建强了服务群众主阵
地。全省普遍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
广“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实行预约上门、
民事代办等服务，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
资源更足了，手段更多了，群众的幸福感
更强了。兰州市七里河区西站街道西站
东路社区组建7支“七彩邻里互助队”，开
展“邻里帮”“邻里安”“邻里乐”“邻里颂”
四大主题志愿活动，被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评定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荣誉称号。

大力推进减负增效。实行社区事务
准入制度，明确不得将社区作为行政执
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等事项的责任主
体，由街道统一对社区工作进行综合考核
评比，切实把社区从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
中解脱出来。目前，99.2%的社区健全完
善事务准入制度、99.4%的社区建立社区
工作事项清单，全省共计清理社区出具证
明事项 15308 个、清理社区工作事项
10823个、清理社区协助办理事项8668
个、清理社区机构场所牌子8690个。张掖
市全面实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对无明确依

据、脱离社区实际的事务进行清理规范，
建立社区工作事项清单251项，明确社区
印章使用范围，取消职能部门在社区加挂
的牌子609个，清理要求社区出具的各类
证明54项，社区管理服务效能进一步提
升。平凉市将社区行政事务统一收归街
道办理，解放三分之二的社区工作力量下
沉网格。张掖市全面清理整治社区“三
多”问题，社区干部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入户走访、收集民意、服务群众。

建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以社区
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标准化为目标，着力
构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按照“每1000
名居民配备1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建设专
业化骨干队伍，调整优化街道社区“两委”
班子，截至2020年底，全省社区“两委”班
子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分别占97.4%、
89.5%，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
比例达83.8%；注重选拔政治素质高、年富
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才充实到社区
工作者队伍，比照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优化
等级薪酬，持续抓实社区党组织书记集中
轮训和日常培训，鼓励引导参加社工师资
格考试和社会学专业学历教育，打造一支
稳定的专业化基层人才队伍，极大地优化
了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结构。目前，全省共
有社区工作者23934名，专职社区工作者
3562名。2020年全省在各级财政紧缩的
背景下，招录社区工作者共1557名。酒泉
市破除“天花板”效应，从社区工作者中择
优选拔乡镇、街道领导干部68名，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人23名，极大地激发了社区工
作者干事创业积极性。(图片由甘肃省委
组织部提供)

“小小文明志愿者”开展慰问一线工作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