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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精准服务
实现“一心多用”

当前，群众对基层公共服务
的期待更加广泛多样，这对基层
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莆田市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工作

“三个如何”的重要指示要求（如
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
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
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
平安、更幸福一些），找准切入点
和突破口，首创“1+6+X”模式建
设“党建+”社区邻里中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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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开放、集约、共享的社
区治理服务体系。

因地制宜盘活资源。莆田
市坚持尊重现状和合理优化相
结合，注重体现基层特色，不搞
一刀切、齐步走。全市立足各地
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人文特色，
区别新建社区、已建社区、老旧
社区等不同情况，采取“腾挪一
点、整合一点、租赁一点、新建一
点”等方式，盘活各类场所阵地，
因地制宜打造17个集中型、分散
型、完善型等各具特色的“党
建+”社区邻里中心。仙游县木
兰社区通过盘活改造原居委会办
公场所，整合各类场所阵地3000
多平方米，提升完善各类功能服
务。荔城区阔口社区盘活安置房
富余商场资源2200平方米，协调
腾出四坎店面，集中配置六有功
能服务设施。涵江区深入挖掘萝

苜田文化底蕴，以历史建筑广镇
楼为主要场所，在萝苜田历史文
化街区内打造邻里中心，既保留
传承乡土文化，又引入精准高效
的服务。

科学规划优化布局。群众满
意是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莆田市针对城市
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与社区
服务供给不相适应的问题，坚持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走访调
研、集中座谈等形式，下发1万多
份调查问卷，精准摸清居民群众
集中反映的看病难、养老难、孩子
接送难等问题。结合群众需求实
际，全市建立15家居家养老和日
间照料服务机构，为1.5万多名老
年人提供贴心服务；引入17个托
幼托教机构和4个邻里幼儿园，
解决 1600 多名幼儿托幼难和
300多名学生接送难问题；推进
百名专家医生下沉社区分级诊
疗，先后为2万多名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有效解决社区服务供给
能力跟不上等问题。荔城区玉湖
新城引进文教补习入驻邻里中
心，开设免费的四点半课堂、晚辅
导课堂及兴趣类课堂、精品学科
周末辅导课程等，为周边社区学
生提供家门口的教育服务。涵江
区顶铺社区在邻里中心开设老年
大学，定期组织开展歌咏、书法、
舞蹈、太极拳等培训活动，丰富社
区老人晚年生活，活跃文化气氛，
构建和谐社区。

完善机制常态运营。莆田市
突破由党委政府包办的固定思维
模式，创新“公益属性、企业微利、
政府托底”运营模式，采取公益性

扶持、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
等方式，积极引进第三方运营机
构进驻邻里中心，为社区居民提
供专业化服务。莆田市商务局通
过建立第三方运营机构“白名
单”，支持商圈市场、生鲜配送、家
政服务等企业积极参与邻里中心
日常运营，集成链接“葫芦Ω”“菜
美美”等线上服务平台，不断拓展
延伸“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闲”
等生活服务功能，满足居民养老、
医疗、托幼等多元化服务需求。
莆田市民政局依托“党建+”邻里
中心，牵头打造了“长者之家”，引
进逸百家、金善堂、禾康智慧、智
宇孝老等第三方机构参与运营管
理，建立社区与社会机构相协调、
互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形
成多元化立体式全覆盖的养老服
务格局。

多元融合、智慧赋能
实现“一门通办”

莆田市牢固
树立全域融合理
念，着力健全党建
引领下各领域协
同、多方参与的
共治机制，破解
街道社区自身治
理 力 量 不 足 问
题，形成治理结
构顺畅、群众有
效参与的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

下好多元协
同“一盘棋”。莆
田市以破解机关
党建与业务“两张
皮”为契机，将“党
建+”社区邻里中
心搭建成部门参

与基层治理服务的重要平台，组
织3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全市
17个邻里中心签订共建协议，构
建形成“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单
位接单”的共建模式。全市积极
开展“双亮双领”活动，组织市县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
到、在职党员到居住地小区（社
区）报到，主动亮明身份、亮明承
诺，积极认领志愿服务岗、认领邻
里微心愿。目前，全市已有379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9000多名
在职党员到小区（社区）报到，参
与基层治理服务，为居民群众提
供250项资源清单和892项服务
清单，开展各类服务活动3.6万人
次，帮助解决各类问题1000多
件，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有机融合、
同频共振。

织密智慧治理“一张网”。莆
田市坚持“线上+线下”有机融
合，加强公安、行政服务中心、城
管等部门的联动，建立“智慧邻
里”服务管理平台，整合社会治理
网格、雪亮工程、12345和数字城
管等平台数据，衔接至“惠民宝”
移动服务终端，积极构建数据采
集、问题发现、任务派送、资源调
度、流程监督、结果考核等闭环管
理体系，形成线上倾听诉求和线
下纾解民忧工作闭环，实现基层
治理平台互联、数据共享、融合运
作。莆田市还全面推广“邻里家
家亲”微治理，整合人、事、地、物、
情等治理要素，拓展延伸社区网
格能人服务、便民代办、矛盾调
解、治安管理等服务功能，实现

“一屏观莆田、一网管全城，大屏
连小屏、百事掌上办”。

延伸便民服务“一平台”。莆
田市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试点
推进“12345+社区邻里中心”联
动机制，配套投入110台24小时

自助便民服务设备，推动12345
便民服务平台延伸拓展至社区，
427项民生类高频事项下放邻里
中心、就近办理，做到家门口“一
门式办理”。全市依托社区工作
者、网格员、志愿者、党员、小区物
业等人员，通过微信群、走访入户
等方式，收集群众关心关切事项
和意见建议，并通过领导接线、即
转即办等第一时间回应关切、权
威解答、快速解决，广受群众好
评。部分复杂的事项，通过

“12345吹哨、部门报到”，集中会
诊、快速破解，实现主动治理、未
诉先办。自2月份试点以来，全
市通过联动机制收到意见建议
30条，均已采纳或得到解决。目
前，莆田市正进一步推进联动机
制智能化、数字化建设。届时，社
区收集的意见建议可实时自动推
送至市12345平台，实现多方数
据共享、办理结果线上实时反馈。

凝聚群众参与“一股绳”。良
好的基层社会治理局面离不开群
众的参与，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的过程也是城市活力的激发过
程。莆田市充分发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在邻里中心牵头组建192个志
愿服务、创业青年、夕阳红、妈妈
团等功能型团队，引导不同群体
参与公共服务、治安维稳、文明
创建等工作。同时，莆田市在全
省率先创设“时间银行”志愿服
务平台，创新“点单、接单、派单、
评单”精准化志愿服务模式，引
导广大党员群众通过积攒、兑换

“福分”享受购物优惠、家政互助
等生活服务，让志愿服务成为社
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民
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生活方式，
实现社区服务人人参与、人人尽
力、人人共享。

健全组织、织密体系
实现“一轴通转”

街道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枢
纽，只有街道强起来，党的执政
基础才会更加巩固，基层治理各
项任务才能落地。莆田市牢固
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街
道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进一步
激发街道社区活力，提升城市基
层党建质量。

健全互联互动机制。为破
解目前城市各领域基层党组织
之间缺乏有效融合问题，莆田市
推行共建共治、互联互动治理机
制，把单位、行业和各领域党组
织联接整合起来：纵向上，完善
市、县区、街道、社区四级城市基
层党建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区域
党建工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事务及社区民主协商反映的重
大问题，层层压实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责任制；横向上，将全市87
个市直机关单位纳入不同的街
道“大工委”管理，356个区直机
关纳入社区“大党委”管理，全覆
盖成立 8 个区域化街道“大工
委”和73个城市社区“大党委”，
实现资源优化组合、优化配置。
莆田市通过互利思维和柔性方
式，鼓励辖区内行业、单位党组
织主动强化与街道社区党组织
的横向关联，吸纳驻区单位、“两
新”组织等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
职委员。木兰滨河小区吸纳“邻
居”县交警大队的党员干部作为
党支部兼职委员，构建起协调互
动、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组
织体系。

推进赋能减负增效。莆田
市抓住新一轮乡镇（街道）机构
改革契机，创新推进“街社领衔、
部门联动、服务到家”，将城市管
理、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力量派
驻街道，把“观察员”变成“办事
员”、“督导员”变成“服务员”；取
消街道招商引资等工作任务，赋
予街道对共驻共建单位人员考
核管理、任免建议、指挥调度、规
划建议等“六项权利”，提升街道
统筹协调能力；按照大部门制、
扁平化管理的工作要求，调整优
化街道职能机构设置，探索设置
党政综合办公室、党群建设办公
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业
办公室、社会治理办公室等内设
机构，主要负责人原则上由党政
领导班子副职兼任，减少管理层
级；积极开展社区职能减负增效
改革，简化便民服务项目42项，
减少各类工作台账检查，改变社
区事务过度行政化现象，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抓党建、抓治理、抓
发展、抓服务上来。

建强小区党支部。当前，各
类住宅小区不同程度面临城市
化发展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为进
一步补齐小区治理短板，莆田市
坚持支部建在小区上，将党的组

织下沉到小区这一基层治理的
“神经末梢”；实施小区党组织建
设两年攻坚行动，联合城市管理
局、民政局等部门，分步实施、
分类施策推进小区党支部应建
尽建；建立市、县、街道党委（工
委）班子成员小区党支部联系
点，并以“党建+”社区邻里中心
周边小区为重点，精心打造一
批小区党建示范典型，以点带
面推动小区党支部建设全面提
升。目前，全市已成立小区党
支部430个，党的组织覆盖率达
90.1%。莆田市还推进小区党
支部与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
监事会、物业服务企业成员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已建设30个

“红色物业”和75个“红色业委
会”，延伸设立楼道党小组、党
员梯长、党员中心户，把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到群众
家门口。小区党支部牵头搭建
平台，统筹协调业主委员会、物
业服务企业、业主等主体开展小
区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真正成
为小区治理“主心骨”。

专业专职、建强队伍
实现“一岗多能”

社区工作者是城市基层治
理的主力军，做好服务群众工
作，离不开社区工作者。莆田市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
需要，围绕破解社区干部能力素
质遭遇天花板、成长空间受限制
等问题，创新推行社区工作者职
业化管理和薪酬保障办法，建立
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打造一
支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社
区工作者队伍。莆田市将中心
城区73个社区“两委”干部全部
纳入职业化体系管理，公开招聘
一批敢担当、会作为、热爱社区
工作的新人，1242 名社区工作
者由社区统筹安排参与社区治
理各项工作，有效提升市域治理
现代化水平。

规范化选人充实社区力
量。莆田市坚持总量调控、额度
管理，根据常住人口户数，科学
核定社区工作者额度，每个社区
至少配备 10 名以上社区工作
者，保障社区一线工作力量；注
重严把选人入口关，打通依法选
任和公开招聘2种“入口”通道，
实行“逢进必考、选聘分离”，对
原依法选举产生的社区“两委”
成员纳入社区工作者序列管理，
对原公开招聘的社区聘用干部
经考核择优选聘；同时，逐步优
化社区队伍结构，明确了大专及
以上文化、45周岁以下选聘条
件，注重选聘专业社工人才、有
社区工作经验人员等，实行劳动
合同制管理，形成留得住、流得
动的队伍格局。

精细化设岗提升社工待
遇。福利待遇直接关系到社区

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莆田市
建立“三岗十八级”动态增长的
薪酬保障体系，设置主管、助理、
办事员三个岗位序列、十八个薪
酬等级。社区主干纳入主管岗
位管理，社区“两委”干部纳入助
理岗位管理，公开招聘一批社区
工作者纳入办事员岗位管理。
薪酬水平参照事业单位新入职
人员转正定级应发工资的一定
比例执行，每三年薪级晋升一个
等级，并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结构化薪酬，绩效工资与考
核等次相挂钩，最高可达年工资
水平的30%。

职业化管理增强社工素
质。为进一步强化社区工作者
履职能力和专
业水平，莆田市
落 实 职 责 、招
聘、管理、待遇、
考 核“ 五 个 统
一 ”职 业 化 管
理；将社区工作
者队伍纳入干
部教育培训规
划，建立分级分
层分类培训体
系，为社区工作
者设置岗前培
训和专业培训；
积极鼓励社区
工作者参加学
历提升和社会
工作师资格考
试，持续提升社
区工作者职业
化专业化水平；
注重拓宽社区
工作者进入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渠道，推荐优
秀社区工作者担任各级代表、委
员，定期开展评先评优，增强社
区工作者岗位魅力和职业认同；
建立退出机制，明确连续2年考
核不合格等七种退出情形，为社
区工作者从严管理立规矩。

专业化服务优化社会治
理。莆田市不断健全完善社区
工作首问负责、一岗多责、上门
走访、服务承诺、代办服务等多
项制度，明确社工服务管理、调
解矛盾、维护稳定等工作职责，
拓展延伸“油盐酱醋茶、衣食住
行闲”等生活服务“帮代办”；探
索建立“全科社工+网格社工”双
社工服务模式，由全科社工提供

“一口清”导办、“一门式”受理和
“一条龙”服务，改变碎片化的服
务模式，大幅提升服务效能；下
派“网格社工”下沉社区，充实
到网格化管理中，走街串巷，了
解民情，将社区服务模式由居
民事务被动受理转向群众需求
主动了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百米”。

党建兴则事业兴。莆田市
将持续推动形成以党建引领为
核心，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
全域治理模式，坚持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全域提升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让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
全面过硬，为全方位推进城市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福建莆田福建莆田：：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构建构建““四个一四个一””深度融合新格局深度融合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抓好城市
治理，根本上要靠党的领导。福建省莆田市创新打造“党
建+”社区邻里中心，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推动
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有效破解城市基层党建融合不
足、治理服务能力欠缺、城市“陌生人社会”等问题，推动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基层治理优势，构建起深度
融合、全域推进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月27日，莆田市涵江区涵东街道铺尾社区凤岭小区党支部书记吴光启（左二）在党支部议事厅为邻里作调解。

莆田市仙游县南桥社区健康小屋的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体检。

莆田市苍林社区“党建+”邻里中心举办亲子活动。

莆田市玉湖新城“党建+”邻里中心工作人员指导群众办理业务。

■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