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2021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理 论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城区
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
在城区基层治理进程中，市南区坚
持党建引领，以加强党在城区的全
面领导为核心，积极探索基层党组
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
的途径和载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
理体系，切实把基层党组织的引领
能力转化为城区治理的强大效能，
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整体效应。

一是加强区级层面“统”。市
南区健全区级社区治理工作协调
机制，制定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工
作重大事项制度，发挥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联席会作用，加强全区基层
党建工作的统筹谋划、系统指导，
着力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二是加强街道层面“联”。市南
区强化街道“大党工委”的政治功
能，落实街道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等
制度，把辖区单位、学校、企业、公益
组织等资源整合起来，推动共建共
治共享，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
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三是加强社区层面“拢”。市
南区发挥社区党委组织引领作用，
建强片区党支部、楼院党小组等基
层党组织；发挥社区共建议事会协
商议事作用，搭建社区区域化协商
议事平台；落实党员“双报到”等制
度，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
分调动网格长、楼组长等骨干积极
性，优化完善民主参与路径，增强社
区居民归属感和参与社区事务的积
极性。

加快构建现代城区治理新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城区治理新模式

资源是城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的可靠保障。市南区将进一步拓宽
资源聚合渠道，更新聚合方式，提高
资源对社区治理的保障效能。

一是优化治理队伍。市南区下
沉大批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事业编
制人员至社区，优化社区工作者年龄
和知识结构，带动社区工作队伍素质
提升和服务水平提高;扩大选人用
人范围，面向社会招聘大学生充实
到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队伍;鼓励专
职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会工作执
业资格考试，为通过考试人员发放
考试补贴和职称补贴，助理社会工
作师及以上职称的专职社工比重提
高到50%以上。

二是强化财务保障。按照“权随
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市南区继续
大幅提高社区党组织和工作站服务
群众专项经费，每个社区年度总费用
由改革前的 20 万元/年提高到 70-
110万元/年；区财政部门同步制定资
金管理使用办法，列明社区党建经

费、服务经费、自治经费等科目，确保
专款专用、规范使用。

三是壮实、丰富服务载体。市南
区投资10亿余元，建成集基层党务、
公共服务、自治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服
务综合体，为居民提供50多项政务服
务和20余项文化娱乐服务;扩展社区
图书馆建设，形成覆盖所有社区的图
书馆集群，居民可在家门口享受借
书、读书、还书一体化服务;建设社区
文化场馆，打造“社区音乐厅”和“社
区剧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免费
欣赏到专业、高雅的艺术。着力整治
山头公园，打造口袋公园，极大改善
社区人居环境;加大投入，开展老旧
楼院整治行动，不断提升居民楼院和
背街小巷环境品质。四是实现治理
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
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
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
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实到最基
层。（作者系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委
副书记、区长）

城区公共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是
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落脚点和着力
点。在实施过程中，市南区根据街道
社区管理体系出现的新问题及其新表
现形式，加快公共服务流程再造进程。

一是改进工作流程，贯通政务服务
网络系统。市南区坚决压掉街道政务服
务层级，取消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将政务
服务事项由原来的区、街道、社区三级受
理审批缩减为区、社区两级受理审批，实
行政务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工作站，
公共服务事项业务系统全部贯通到社
区，实现扁平化管理；率先推行社区“一
窗受理、全科服务”改革，把原来社区专
项服务窗口整合为综合服务窗口，由全
科社工为居民提供无差别的“一窗式”服
务；选择人员较为密集的社区、商务楼
宇，投放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居民可自助
申报审批事项以及生育、养老、社保等各
项高频公共服务事项的查询及证件打
印，有效推进信息惠民“最后一公里”。

二是搭建服务平台。市南区依托
城市运行中心、社区综治中心、社区微

信公众号等社区治理平台，线上线下
多渠道搜集了解社情民意，定期梳理
分解，精准了解并解决居民需求；制定
并公布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社
区工作站三级公共服务清单，主动发
布服务项目；发挥区域化党建统领作
用，搭建多元共治的民生服务平台，常
态化开展“民情日”“恳谈日”活动，收
集居民意见和诉求，根据居民需求列
出“问题清单”和“服务菜单”，社区按
需“做菜”，提升服务精准化水平。

三是深化网格治理。市南区建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整合“雪
亮工程”应用、综治信息化、城市运行网
格化管理服务督导三个平台，完成各项
基础数据的采集及录入，为实现精细化
管理打好基础；实施“党建点亮网格”工
程，结合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党员双
报到等活动，推动机关党员下网格、楼
院党员浮出网格、辖区党员融入网格、
在职党员回归网格，实现公共服务、社
会服务、市场服务、志愿服务下沉网格、
精准投送。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支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固本之策和长远之计。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创新

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根本保障。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作为现代城市中的核心功能区，近年来，坚持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城区治

理水平与效能显著提高。但随着城区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运行机制不协调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治理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南区将深刻把握党和国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

部署和具体要求，对城区治理体系创新进行系统谋划和精准施策，以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为主攻方向，着力于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添空

白，加快基层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的制度配套与流程再造，优化城区基层治理体系的协同效能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

聚合、手段综合，持续提高城区治理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加快城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
扎实推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推动治理资源向社区聚集
提升基层治理综合保障能力

实施城区公共服务流程再造
全面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高 健

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
推动城区治理重心全面下移

体制创新是加快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的根本保障，是打造新型基层治理格局
的内在要求。街道和社区作为城区的最
基础单元，是城区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
承载点和集聚点。在实际推进中，市南
区以改革街道现有管理体制为突破口，
推动城区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一是“瘦身”。市南区打破现有街道
管理机构体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
的原则，合并街道原有的内设机构，整合
为功能型、复合型办公室，由街道处级党
员干部担任办公室主任，变“分管”为“直
管”，减少工作层级，促进机构扁平化、功
能集约化，全力提升工作效能。

二是“赋权”。市南区以分类考评评
价制度为抓手，建立街呼区应、上下联动
工作机制，赋予街道对辖区内各职能部
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通过规范部门响

应规则，健全完善任务派遣、处置反馈、
督导考核办法，形成“街道吹哨、部门报
到、督导考核跟进”工作模式，实现“条
条”“块块”双向发力、街道部门协同作战
整体合力。

三是“提格”。市南区建强社区党组
织，由街道处级党员干部担任党组织书
记，直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并常
规参加街道党工委会议，实现街道部署

“直通”社区党组织、“直落”社区工作站；
制定社区居委会法定职责清单、协助政
府服务清单，社区工作站设为事业机构，
全面承担社区管理服务职能，推动社区
居委会回归自治本位；积极探索社区居
委会在改革中“归位”后作用发挥途径，
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
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