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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攀枝花市总人口
121.22 万，城镇化率69.57%，
共有49个乡镇（街道）、336个
村（社区），其中42个社区地处
城乡接合部。近年来，攀枝花
市聚焦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
治理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坚
持问题导向、强化党建引领、
做实惠民服务，让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更可
持续。

突出“红色引领”聚活力

针对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
党建工作薄弱、组织建设滞后、
干部队伍力量不强等问题，攀
枝花市聚力建队伍、优结构、强
基础，不断提升新型社区党组
织组织力。

配强治理骨干。积极推行
新型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
主任“一肩挑”制度，覆盖率达
100%，为 42 个社区配备专
（兼）职“社治委员”各1名，大
力推动国有企业选派优秀年轻

干部到接收社会化移交党员人
数较多的社区担任党组织副书
记，要求新型社区党组织书记
每月开展一次全覆盖社情民意
巡访，强化能人治社。

做优区域党建。探索建立
主城区“1个新型社区+1个市
级部门+N个县（区）级部门”
的包联机制，全力推动园区管
委会机关、国有大型企业党支
部和党员到落地新型社区报
到并进行“结对共建”，推动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每季
度到新型社区现场接访，整合
资源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解决
治理难题。

推行“红色物业”。统筹推
进新型社区物业管理区域、行
业协会、企业党组织建设，设立
党员示范岗、先锋岗；依托物业
行业综合党委、党建联盟建立
物业企业信用管理、优质企业
3A评定、物业服务“红黑榜”等
制度，引导物业企业实施党员

“双优先”（聘用优先、提拔优
先）行动，规范管理行业。

推行“三化治理”增效力

攀枝花市针对城乡接合部
新型社区的历史沿革、产业发
展、居民类型等特征，分类施策
重点治理，积极化解新型社区
治理顽疾，实现治理精细化、差
别化。

治安维稳管理网格化。在
人员复杂、治安维稳任务重的
新型社区，实行全科网格化管
理，紧盯常住人口、流动人口、
特殊群体、重点地段，统一赋予
网格员履行政策法规宣传、居
民事务代办、矛盾纠纷排查、事
件信息上报、社区小区议事等9
大项具体职责，实现“人在网中
走、事在格中办”。

遗留问题解决模式化。在
改制企业、村改居等遗留问题
较多的社区，推行居民点题、支
部议题、专人答题、公开亮题、
群体阅题的“五步议事法”模
式，由社区党组织牵线搭桥，组
织县（区）主管部门、有关涉事
主体单位、群众代表等开展民

主议事协商，做到大小事情认
真办、能办事情马上办、疑难事
情尽力办、一切事情依法办，化
解遗留问题。

特殊人群关爱亲情化。在
戒毒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较为
集中的社区，统一建立社区康
复工作站，由具有医疗、教育、
心理健康服务等方面专业知识
的人员入驻工作站，帮助他们
尽快矫正康复，重新融入社会。

补齐“短板弱项”添动力

攀枝花市针对城乡接合部
新型社区居民生产与生活设施
混杂、条件落后，医院、学校、文
化体育设施资源分布不均等问
题，聚力在优化基本公共服务
上下深水、出实招，不断提高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结合
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扎实
推进34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投入资金1.52亿元，为居民小
区合理化安装智慧门禁系统、

加装电梯、靓化道路、恢复小区
绿化、规划设置停车位等，促进
社区居住品质提升。

增强服务配套功能。大力
实施新型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
工程，全面推进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亲民化改造，每百户居民
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达
32平方米，超过省定标准2平
方米；推进教育、医疗、公共卫
生防疫等综合服务设施提能升
级，建设“15分钟服务圈”，让
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广泛
开展“携手圆梦、为爱出发”志
愿服务进社区、进小区活动，结
合居民群众所需制定每月志愿
服务活动主题，推行积分兑换、
时间银行制度；政府购买服务
重点向新型社区投入，引进社
会组织入驻社区（小区）党群服
务中心，孵化贴近居民需求的
社会组织承接居民服务，帮助
困难群体实现“微心愿”900余
个，让社区成为充满人情味的
温馨家园。

四川省攀枝花市：

打造有人情味的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郭文治 李静雯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凯里市以提升社区党组织
组织力为重点，深入开展街道
体制改革，以构建组织体系、创
新管理模式、建强干部队伍、落
实基础保障、细化管理单元为
抓手，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新格局。

强化“三级联动”
压实责任立体网

强化组织领导。凯里市成
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
分管市领导为副组长的城市基
层党建领导小组，高位推动全
市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强化工
作调度，压紧压实责任，定期或
不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专班
推进会等会议，研究解决工作
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
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深化街道改革。将原7个
街道党委更名为街道党工委，
推行“大部制”运行管理模式，科
学设置街道党政办公室、党建
工作办公室、城市管理办公室、
社会事务办公室等工作机构；
将24个副科级社区服务中心作
为所属街道下沉到社区的服务
机构，恢复村级社区居委会名

称，成立社区党支部（党总支）、
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务监督委
员会，健全社区群团等组织。

细化社区治理。组建“社
区党组织—网格‘兼合式’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服
务站”四级网格体系，制定出
台《凯里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事项准入制度》和《社区党组
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凯里
市城市社区居委会依法依规
履行职责事项》《凯里市城市
社区居委会依法依规协助办
理工作事项》《市级部门面向
社区开展考核创建评比事项
清单》《不应由社区居委会出
具证明事项清单》，推行“1+5”
管理机制，提升社区服务精准
化、精细化水平，推进社区治理
现代化。

创新“三项模式”
画好党群同心圆

推广“党建联合体”模式。
凯里市成立街道“大工委”，推
动街道与驻区单位党组（党委）
全面实行契约化共驻共建共享
机制；在社区建立“大党委”，采
取1个社区+1套帮带机制+N
个共建单位的“1+1+N”模式，

吸收驻区单位、行业系统、社会
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党员
代表及民警、执法队员兼任社
区党委委员，推动共建资源自
觉融入社区、服务社区。

做实“兼合式党支部”模
式。动员驻区单位在职党员、
离退休党员、企业党员、社会组
织党员、业委会党员、物业公司
党员等到社区报到，在不改变
党员隶属关系条件下，成立“兼
合式党支部”，采取“群众点单
—小组找单—支部派单—党员
接单—社区晒单”的工作模式，
推动党员教育服务进小区、环
境卫生整治进小区、平安综治
建设进小区、帮困济贫助残进
小区、文化娱乐活动进小区的

“五进”小区工作模式。
推行“红色物业”模式。建

立社区干部、业委会成员和物
业公司管理人员“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的三方联动机制，
加大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组
建力度，推行“党支部+公司+
业主”的“红色物业”管理模
式，利用工贸公司或新建物业
公司，聘请保安、保洁员等加
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切实改
善小区管理质量，提高居民自
治管理水平。

落实“三到社区”
破解难题补短板

公共财政保障到社区。凯
里市严格落实社区服务中心运
转经费20万元/年、社区居委
会运转经费每年10万元的标
准；建立社区工作者“3岗 40
级”的薪酬体系，形成逐年增长
机制，按照“岗位报酬+绩效报
酬+年终绩效考核”兑现社区干
部工作报酬，在确保每人每月
最低3000元的基础上，按劳领
薪，激发社区干部工作积极性。

配齐力量到社区。出台
《凯里市深化专职社区工作者
管理实施办法》，将社区“两委”
成员纳入专职社区工作者管
理；坚持“内选”与“外派”相结
合，通过从社会选聘一批优秀
党务工作者，从机关和事业单
位选派一批优秀年轻干部，从
社区工作者中选拔一批优秀党
员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优化
社区干部结构。

公共基础服务到社区。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整合各方面
资源，加强社区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全市社区组织活动场所
全部达到500平方米以上，新
建社区达到3000平方米以上。

打造“三网一体”
细化服务优管理

打造党建网格信息化。凯
里市不断创新“互联网+党建”
模式，开发建设集党群服务中
心导航、党员活动、党员学习、
党建服务、党建扶贫等功能为
一体的社区网格服务管理一体
化“苗侗先锋APP”平台，开展
线上活动、线下活动，党员学习
网上纪实、主题党日活动、日常
活动、开放式活动等，推进党务
工作网上公开。

打造综治网格智能化。
采取“党支部+行业部门+网
格”方式，在社区设立综治管
理服务站，依托社区党员、公
安及城管、居委会成员等网格
人员力量，成立调解矛盾纠纷
志愿服务队，组建治安联防队
伍，加强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

打造服务网格一体化。深
化推进党群一体化服务体系建
设，将市、街道、社区三级卫健
服务窗口下移到党群服务中心
(站点)，推行“一站式”服务和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公共
服务事项网上受理、网上办理、
网上反馈。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

“四个三”工作法齐抓共管谱新篇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孟 航 李静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