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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以来，陕西省西安
市围绕全面提升城市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建立健全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四个体系”，组织实施
服务阵地、服务平台、服务力量、
服务质效、服务品牌“五大提升工
程”，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为民服
务水平，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同向发力

西安市坚持全域统筹理念，
建立“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强化
党建整体功能，以城市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西安市委坚持管方向、抓全
局，发挥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党
建联席会作用，加强对城市基层
党建的统筹谋划，系统研究部
署。在市委第十三届十次全会
上提出着力打造“民呼我行”基
层党建品牌，不断提升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水平的目标，并将“民
呼我行”工作列入市委常委会
2021年工作要点、纳入年终考
核。去年以来，市委先后制定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四个体系”实
现“民有所呼、我有所行”的实施
方案》《关于实施“五大提升工
程”深入推进“民有所呼、我有所
行”的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科
学指导全市工作。

区县（开发区）党（工）委常
指导、抓落实，把城市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和打造“民有所
呼、我有所行”基层党建品牌纳
入整体工作安排，发挥党建联
席会议作用，按照市委工作安
排，提出具体目标、思路和工作
措施，健全对下级党组织的动
态管理、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
机制，指导推动落实。

街道党工委聚合力、抓执
行，每季度召开党建联席会议，
共同协调解决驻地单位和居民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工
作格局，实现区域内大事共议、
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共商。

社区党组织抓共建、抓服
务，建立党建共建联合会，实现
问题在一线收集、在一线反馈、
在一线解决，打通基层治理“神
经末梢”。莲湖区学习巷社区充分
利用街道党建联席会和社区党
建共建联合会协商议事平台，协
调企业将闲置门面房低价租赁
给社区困难群众，实现了群众得
实惠与企业见效益的合作双赢。

完善“线上线下”呼叫体系
实现基层治理全域推进

西安市充分利用网格、热
线、网络、政务服务等各类反映
问题渠道，广泛听取群众呼声和
意见建议，实现从被动听到主动
找、及时应的转变。

“多网合一”听呼声。西安
市打造“全科网格”，以楼院、巷
道、小区、路段为单位划分全域
覆盖的网格治理单元，优化调整
全科网格6515个。全市发挥基

层党组织在网格化管理中的领
导核心作用，推行“党建+网格”
模式，健全“社区党组织—网格
党支部—楼院党小组”组织体
系，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进
网格、入楼栋、全覆盖，把党组织
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治
理的每个末梢。全市还以街镇、
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依托党建共
建联席会、社区居民议事会平
台，吸收区域内企事业单位、非
公企业、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网
格业务指导员或联络员，形成了
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共治圈”。

“一网一线一码”听呼声。
西安市优化市、区县（开发区）、
镇街、社区（村）四级“综治网格
中心”服务功能，完善社会治理
综合指挥信息系统，共建成四级

规范化综治网格中心2924个，构
建起了“民呼我行”智慧平台。
社会治理全科网格系统上线运
行以来，“长安e格”APP终端注
册用户量达10785人，日均活跃
量为4000余人，网格员累计上
报事件190多万条，日均20000
余条，办结率达到98%以上。西
安市还优化12345市民热线，建
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和协调处
置会议制度，对涉及多地域、多
部门的重点难点及有争议的问
题进行协调调度，明确办理责任
主体和要求，压实诉求办理单位
责任，督促履职尽责。2020年，
12345 热线平台呼入呼出总数
4291649 个 ，累 计 产 生 工 单
2011083件，回复率99.46%，整
体满意度为90.61%。此外，全市

还优化“民呼我行”二维码，在“古
都先锋”“西安12345”增设“民呼
我行”服务模块，设置“民呼我行”
随手拍、随手报功能，不断扩宽群
众诉求反映和受理渠道。

“两代表一委员”听呼声。
西安市发挥各级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协调监
督作用，紧贴中心、突出重点，主
动深入一线听取群众呼声，提出
高质量建议提案。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
501个，其中，政协委员围绕教
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提出提案
232件，开展“板凳会”等形式灵
活务实的微协商186次、专题调
研131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上
千条，真正实现了与百姓“面对
面”、与民意“零距离”。

构建“立应立行”工作体系
增强基层治理工作实效

西安市围绕教育、医疗、交
通、住房、就业、人居环境等群
众关心的民生事项，由各级党
组织牵头，集中力量进行解决，
做到一般问题立即办、复杂问
题限时办、重大问题跟踪办。

网 格 响 应 ，一 线 跟 踪 问
题。全市完善网格事项流转处
置机制，规范流转交办、协调处
置、结果反馈、督查问效等工作
流程，进一步为街道赋权增效，
健全监督考评制度，由镇街党
（工）委对市、区（县）职能部门
问题办理情况进行综合考评，
确保各方力量能被镇街调度和
使用。莲湖区在区级层面建立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信
息指挥平台，与 9个街道、131
个社区并网运行，由上到下传
达任务、指挥调度、跟踪落实，
从下向上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形成基层治理“闭环模式”。

力 量 下 沉 ，一 线 处 理 问
题。西安市全面推行单位党组
织和在职党员进社区“双报到
双报告”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党
员到社区（村）、重点项目等基
层一线报到，主动寻找问题，精
准对接服务需求，联合开展活
动，互相提供服务。全市对志
愿服务实行积分制管理，双向
反馈、双向考核，将其作为市区
级驻区单位评选文明单位、年
度党员评议、评先选优的重要
依据。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西安市在联防联控监
测点、车站机场、老旧小区等建
立联合（临时）党支部1171个，

组织发动21600余名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村）报到，为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
力支持。

统筹资源，一线高效服务。
西安市拓展“15分钟政务服务
圈”功能，实现70%的群众个人
事项在街道社区办理，建立市、
区县（开发区）、镇街三级代办服
务体系，组建代办员队伍。去年
以来，全市已提升改造448个便
民服务站点，新建25个政务服
务驿站，投放自助服务设备800
余台，培育154个“15分钟政务
服务圈”建设示范点，累计为企
业、群众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0
余万次。今年3月，国务院网站
刊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
情况第三方评估发现的部分创
新举措”，公布了 15 项创新举
措，西安市建设“15分钟政务服
务圈”入选。在创新推动社区学
院建设方面，西安市把社区学院
作为“民有所呼、我有所行”的载
体和平台，努力将其建设成为专
业化、高质量社区服务平台及城
市基层党建干部培训基地、城市
基层党建成果展览馆，打造具有
西安特色的市级党群服务中
心。去年以来，全市新投用195
所学校，超额完成25所，新增学
位 19.4 万个；改造老旧小区
1514个，改造背街小巷590条，
打通断头路57条，落地架空线
缆888.3公里。2020年下半年，
全 市 公 众 满 意 度 同 比 提 升
7.21%，其中教育提升13.58%、
医疗提升 11.86%，赢得了社会
广泛赞誉，“民有所呼、我有所
行”强大动能不断彰显。

强化“民呼我行”保障体系
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西安市以强化制度保障为
基础，构建人、权、事配套衔接的
制度体系，确保“民呼我行”有人
管事、有地议事、有钱办事。

抓体制改革，持续为街道赋
能增效。全市统筹设置6个内
设机构（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
工作办公室、城市综合管理办公
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平安建设
办公室、区域发展办公室），综合
设置3—4个事业机构（党群服
务中心、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和
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以街道城管
执法中队等力量为基础组建街道
综合执法队，以街道管理为主，具
体承担街道综合执法职能；赋予
街道人事管理、考核奖惩、指挥调
度等职权，着力解决原来街道权

责不统一、“小马拉大车”等问
题。目前，全市所属的145个街
道行政体制改革已完成。

抓队伍建设，持续为社区增
强力量。西安市推动社区工作
者职业体系建设，针对社区工作
岗位吸引力低、人员整体能力素
质不高、工作力量不足的突出问
题，建立社区工作者“三岗十八
级”薪酬体系，9072名社区工作
者平均每人每月涨薪1200元左
右，先后招录1900余名大学学历
及以上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充实
社区工作力量。全市探索实施社
区工作者备案管理、跨区流动，
实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健全完
善社区工作者管理和考核评议
办法，开展社区工作者“线上+线
下”全员轮训，努力建设一支数
量足、素质高、结构好的社区工
作者队伍。去年，西安市从社区
工者中定向招录公务员36名。

抓经费投入，持续为基层输
髓造血。西安市每年拿出2亿
多元，保障社区工作经费，每个
社区平均达到20万元以上；去
年8月集中开展“社区建设集中
活动月”，专门召开全市社区基
层组织建设现场会，累计投入
1.43亿元用于社区建设，新增社
区办公用房面积达 9.5 万平方
米；实施社区建设提升行动资金
奖补，从2020年开始，每年市、
区县（开发区）两级共拿出1.2亿
元，3年合计3.6亿元，分批对全
市所有社区进行建设提升，切实
提高基层治理保障水平。在西
安市委的高度重视下，全市形成
了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有效推进了人、财、物等各类
资源下沉城市基层一线。

提升“民呼我行”品牌能级
打造基层治理“西安模式”

西安市注重总结提炼基层
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打造亮
点品牌，推介先进典型，推动基
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点上
开花、面上结果。

积极打造各行业各领域特
色亮点。西安市每个区县（开发
区）、市级部门、镇街、社区（村）
都围绕“民呼我行”要求，积极探
索出了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
新方法、新路径，作为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西安模式”的“二级系
统”，形成多点开花、整体推进的
良好局面。新城区咸东社区打
造了“铜头、铁嘴、飞毛腿”的“咸
东小哥”基层治理品牌，华清学
府城社区形成了校区、社区、园
区“三区互动”区域化党建格局，

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赢得了
居民群众广泛认可。同时，全市
先后涌现出碑林区领导干部“社
区工作日”、莲湖区“莲心360民
呼我行”和“萤火虫”志愿服务、
长安区“末梢治理、为民服务”等
一批生动鲜活的基层典型经验，
在整体上有效推动了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点上开花、面
上结果。

积极选树“民呼我行”先进典
型。全市开展“五化”标杆社区党
组织创建，围绕硬件建设标准化、
工作队伍专业化、党务工作规范
化、社区治理信息化和社区服务
精准化等“五化”标准，设置五大
类31项具体指标，组织各区县、
开发区每年争创一批标杆，着力
形成以党建引领服务、以服务凝
聚人心的社区治理模式。近三
年，西安市对照创建标准，共确定
命名了162个“五化”标杆社区党
组织，在全市社区营造了比学赶
超、争创标杆的良好氛围。新城

区西一路街道党工委被评为“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莲湖区劳动
一坊社区党委书记周建玲被评
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积极营造“民呼我行”社会
氛围。利用庆祝建党100周年、
党史学习教育、迎“十四运”等重
要契机，西安市广泛开展“民呼
我行”工作宣传，不断提升群众
的知晓率和满意率。灞桥区开
展了党员服务网络“服务全运、
争当先锋”主题活动，成立15个
党员服务站和91支党员服务队，
开展亮明身份、安全守护、白衣
关爱、靓丽古都等行动，在践行

“民呼我行”中发挥示范表率作
用。为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自
组织和各类协会的作用，西安市
以“民呼我行”为主题，策划开展
一批扶贫助残、居家养老、诵读
经典、送医上门等学习教育和文
化体育活动，持续加大“民呼我
行”氛围营造，使“民呼我行”深
入人心、深得人心。

■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

西安市西安市：：
深入实施深入实施““民有所呼民有所呼、、我有所行我有所行””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发展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发展

俯瞰西安市。

西安市新城区咸东社区“咸东小哥”志愿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为群众提供便民蔬菜服务。

西安市12345便民热线倾听群众呼声。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党员在政治生活馆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