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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餐、政府买单”
突出为民宗旨 做实资金保障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民有
所盼，必有所为。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以聚焦为民惠民微
实事为破题切入口，创新设置
社区惠民资金项目，瞄准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通
过社区惠民资金的下拨、使用，
逐个逐项解决基层矛盾和压
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推进，我国城乡基层社会结构、
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
刻变化，城市建设管理难度加
大，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城
市基层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
况、新任务、新挑战。柳州市作
为老工业城市，随着经济转型
发展，国有企业改制退出，许多
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逐渐沦为

“三无”小区，小区及其周边背
街小巷由于长期无人管理维
护，基础设施损毁，环境卫生脏
乱差等问题逐渐累积，随着时
间推移诸多小问题堆成了基层
治理的老大难。

面对居民群众提出的烦心
事和操心事，社区常陷于有心
办事却捉襟见肘的窘境。原因
是社区除办公经费以外，再无
其他可用经费。2014年，柳州
市紧贴居民群众新需求，印发
出台了《关于建立社区惠民项
目资金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
平的意见》和《社区惠民项目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
相关文件，创新设置了社区惠
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城市社
区综合治理和服务群众惠民
利民项目。

规范资金管理
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社区惠民项目资金的设置
是一项牵涉面广、工作量大、复
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保障
资金可持续投入、发挥现有资
金的最大效用、规范资金的管
理使用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破题关键。

强化资金投入，让社区有
钱办事底气足。柳州市设置惠
民项目资金，将解决社区小事、
急事、难事的资金下沉至社区，
进一步强化城市社区党建工作
基础保障。

一是整合专项资金。柳州
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
作用，由市、城区财政按1:1比
例将惠民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从2014年开始，为每个城市社
区每年安排社区惠民项目资金
10万元，2016年将社区惠民专
项资金提高至20万元。

二是创新出资模式。柳州
市探索通过“单位赞助+居民
众筹+惠民补差”的多元化出
资模式。如柳州市鹅山街道车
辆厂东社区开展“街心公园长
廊改造项目”时，柳州机车车辆
厂出资11000元，社区惠民资
金补足剩余10000元，增加了
与企业之间的联动联调。

三是建立增长机制。柳州
市及时建立社区惠民项目资金
正常增长机制和调剂使用机
制。规定从2021年起，每5年社
区惠民项目资金增长率不低于
10%，以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

提升使用效率，要让好钢
用在刀刃上。柳州市在实践过
程中发现，惠民资金的执行效
率是关系到为民办事成效的关
键因素。首先，明确使用范
围。该市明确社区惠民项目资
金主要用于社区治理和居民服
务，解决社区居民群众普遍反
映的诉求和共性问题。具体分
为民生服务、公益活动、民主管
理、公共建设四大类36小项。
让社区干部更易理解，确保资
金使用合理化。其次，规范审
批权限。本着“民事民提、民事
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的
宗旨，该市通过年初走访、调
查、两委（支委会、居委会）一议
（民主评议）确定每年的惠民资
金使用项目。最后，优化审批
流程。该市优化“社区+街道+
县区”三级审议模式，提升社区
审批资金额度，5万元以内项目
可通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审议
并实施。同时，缩短审批时限，
凡是社区上报的惠民项目，街
道、城区（新区）惠民项目资金
使用管理领导小组在5个工作
日内即可完成批复。

加强资金监管，确保项目
惠及民众聚民心。柳州市坚持

“即时公示、动态管理、多方监
督”的原则，规范惠民项目公示
途径、公示时间及公示内容，确
保惠民项目使用状况在阳光下
运行。

第一，确保资金使用全程透
明。该市街道社区充分利用公
开宣传栏、板报等宣传工具，大
力宣传惠民资金使用范围及管
理办法，每个季度定期通报惠民
项目审批结果、并将开展的惠民
项目及时更新公示，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惠民资金的监管。

第二，成立专门监督机
构。该市由各城区组织部、民
政局、财政局及审计局等多个
部门成立社区惠民项目资金使
用管理领导小组,全程参与各
街道惠民项目的前期论证、期
中实施和结项验收，并对项目
中资金使用情况、作用发挥及
民众满意度进行走访调查。

第三，每年年底进行专项
检查。该市严格遵循“专款专
用、公开透明、简便易行、安全
高效、群众满意”的原则，年底
坚持对各种惠民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并出具审查报告和
下年度资金拨付意见。当年未
完成的社区惠民项目，视为验
收不合格，次年不再接受该项
目申报，强化了惠民资金管理。

直击民生痛点
补齐民生短板

自2014年设置惠民项目
资金以来，柳州市每年平均实
施近千个惠民项目，惠及全市
广大居民。通过这
些惠民项目，直击
民生“盲区痛点”，
补齐民生短板，大
大提升了居民获
得感。

从“社区管理”
变成“社区治理”，
新型社区服务管理
体系逐步形成。柳
州市改变了以往为
民办事需要层层审
批，审批时限过长，
甚至最终因部门相
互推诿、不了了之
的局面。让社区党

委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的主心骨
和带头人，由“一厢情愿”变为

“你情我愿”，破除社区居委会
职能“空心化”、地位“边缘化”
的难题，逐步形成了新型社区
服务管理体系。

从“政府包办”变成“居民做
主”，群众满意度和政府公信力
显著提升。柳州市连续7年使
用惠民项目资金办实事，共投入
资金超过3亿元。通过实施基
础设施维护、环境卫生治理、特
困群体帮扶、社会组织培育等项
目，社区面貌不断改善。“老妈”
巡逻队等社会组织团体更好地
展现风采，社区凝聚力与向心力
整体提升，惠民项目让民众真正
成为社区的主人。

让“痛点堵点”变成“亮点
优点”，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
提高。该市通过实施惠民项
目，着力消除了政府决策过程
中影响掌握居民需求的盲点，
促使政府精准施策，许多城市
治理中的“盲区”得到关注解
决。惠民项目资金用到实处，
解决了社区辖区内基层设施
老旧，公共服务短板多的问
题。尤其是解决了一些“三
无”小区由于无人管理而造成
的路不通、灯不亮、脏乱差等恶
疾，从而美化了辖区环境，改善
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居
民生活的满意度。

惠民项目显实效
提升居民获得感

惠民项目资金从设置到建
立正常增长机制的实践成果告
诉我们，加强党对城市工作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的根本遵循，也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
导向。

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
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是各类组织、各类群体的“主心
骨”。2014 年至 2020 年 7年
间，惠民项目在柳州市遍地开
花，得益于社区党组织的坚强
引领和广大党务工作者的辛劳
付出，团结了大量热衷社区事
务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通
过慈善、公益、自治、互助方式，
帮助社区的老人、残疾人、妇女
儿童、困难居民，才形成了一幅
多元参与、共治共建的图景。

大大小小的惠民项目之所
以在柳州全市生根发芽，在于
社区惠民项目充分尊重民意，
每一个项目落成均经过广泛征
求多方意见建议，反复协商论
证。凡是多数居民认同的社区
服务事项，往往最得民心，取得
的成效顺应民意。惠民项目资
金对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激发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热
情有很大帮助。

解决好民生领域的难题，
办好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及身边的小事，是提升城市
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指标。惠民项目资金的运用，
转变了政府职能，顺应了“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
求，更加契合社区居民的实际
需求。事实证明，惠民项目资
金的设置在夯实社区党委核
心、巩固社区党建基础、推动
党群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图片由柳州市委组织

部提供）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郭文治 郑新钰

柳州市通过社区惠民项目资金对老旧小区开展综合治理。图为柳州车辆厂东社区街心公园长廊

粉刷前后变化。

柳州市用惠民资金筹建的文化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