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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区地处安徽省淮南
市中西部，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
矿区，行政区域面积67平方公
里。随着煤炭去产能煤矿关闭
退出，居民对公共服务功能的需
求更加强烈，对基层社会治理要
求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八公山区以党建
为引领，深化党建带群建，凝聚
多方力量，形成了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打
造服务型、书香型、和谐型、活
力型高质量发展社区，居民群
众幸福感、满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汇聚多元力量
打造服务型社区

搭建联动平台。八公山区
将城市管理、矛盾化解、风险防
范等网格整合优化为一个综合
网格，推动党建、综治、城管等

“多网融合”，构建以社区为主
体、以网格为单元、以党组织为
支撑、以网格员为统领的治理
体系。全区城市社区共划分
175个网格，配备网格员238
名，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延伸
到网格、楼栋，实现党建引领社
区精准治理；建立网格治理微
信群，吸纳党员楼栋长、业委会
代表、居民代表、驻区单位、相
关部门以及物业公司代表等，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统筹
安排21个机关事业单位党组
织联系42个村、社区；推行社
区“大党委”制和兼职委员制，
吸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进
入社区“大党委”，打通党建联
建的“对接通道”，引导驻区单
位发挥资源优势，为基层治理
注入新动能。

拓宽服务渠道。紧扣居民
最迫切的需求，不断推动社会
服务内伸外延，依托“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打造“15分钟生活
圈”，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推行“错时、延时、预约、上门”
服务，打通惠民便民服务渠道；
推行社区医疗便民服务项目，
社区卫生服务站为60岁以上
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4万余人
次；完善养老服务机制，团结社
区率先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
供各种公益服务，推动社区居
家养老的创新发展；围绕服务

“全方位”，便民“零距离”的目
标，定期对网格员进行培训，提
升网格员综合素质，增强服务
能力；及时摸排老弱病残、困难
群众、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信
息，登记造册，建立台账，经常
性开展邻里守望和扶助帮困活
动；鼓励困难群体将自己生产
生活中亟需解决的困难，以“微

心愿”的形式张贴出来，动员网
格力量认领，帮助困难群体实
现“微心愿”。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面
推行党员楼栋长制度，选派
274名党员担任楼栋长，注入

“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楼栋”；
深化“社区吹哨、党员报到”，共
有在职党员1157名到社区报
到认领服务岗位，发动党员干
部亮明身份，围绕文明创建、生
态环保、疫情防控等，每月开展
志愿服务；结合党员专业特长，
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120余
支，推动服务多样化；在疫情防
控期间，组织1000余名党员下
沉到网格责任区，担负起宣传、
摸排、检测、管控等工作；在防
汛工作中，组织1345名党员在
网格内开展隐患排查，做好监
测预警、堤坝巡查、转移群众等
工作。

突出精神滋养
打造书香型社区

红色文化引领新风尚。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了
便于党员、群众更好地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各社区充分
利用24个文明实践所（站）和

“先锋书屋”、社区图书室，积极
引导社区居民走进书屋，阅读
红色经典，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新阵地”，让社区居民做到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营造了浓厚
的红色阅读氛围；积极搭建红
色基因传播平台，依托“先锋讲
堂”“道德讲堂”等，开展支部书
记上党课、老党员讲党史、党史
故事读书分享会等活动150余
场次，把党的历史、党的声音、
党的政策带到基层，满足社区
居民红色文化学习需求。

创新党员教育提升素质需
求。社区党员类型不一，八公
山区针对不同类型党员，开展
不同类型党员的学习教育。针
对在职党员，利用微信学习群，
晚间推送业务、最新理论学习
内容，提升在职党员为民服务
能力，加强党性修养；针对大学
生毕业年轻党员，通过“学习强
国”平台开展学习，以晒学习积
分、晒答题等形式，激发年轻党
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开启个性
学习模式，真正使“学习”成为
年轻党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针对一些年老体弱、行动
不便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支部
书记定期将学习资料送上门，
并为这些党员进行讲解，让老
党员也能感受到学习的意义，
深刻领会国家政策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
髓要义；针对普通党员，通过远
教站点、远教广场等，播放远程

教育纪录片，
供党员观看
学习，营造全
体党员投入
学习的良好
氛围。

开办“社
区大讲堂”打
造家门口“文
化加油站”。
社区根据居
民需求，积极
打造“社区大
讲堂”，打造
菜单式讲堂，
群众关注什
么，大讲堂就
讲什么，群众
需要什么，大
讲堂就送什
么。邀请专家、法官、教师、理
论宣讲员等走进“社区大讲
堂”，内容涉及政策解读、法律
知识、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心
理辅导、健康养生、安全防范等
多个方面；大力倡导和鼓励居
民自己走上“社区大讲堂”的讲
台，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积累
的各类知识及身边发生的好人
好事；从思想上进一步激发居
民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居民用科学发
展观的理论来指导个人实际行
动，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爱党爱
国、守法奉献。

激活内生动力
打造和谐型社区

“三社联动”联出社区人文
味。党建引领“三社联动”作为
社区治理新模式，能发挥专业
力量，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协商
互动，引导社会组织、社区居民
一同关注社区安全、环境、文
化、资源等问题，调动多方参与
社区治理、共建和谐社区的积
极性，提升居民幸福感。八公
山区通过“三社联动”孵化出7
个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了义诊、
防疫、文艺演出等各类公益活
动80余次，将社会关怀送到小
区，促进了居民与社区、居民与
居民间的联接，传递人文精神、
优化社区生活空间、提升居民
生活质量、改善社区管理，增强
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
力、战斗力。

党群共建聚合力促发展。
把社区“妇女之家”作为妇女思
想政治教育、综合能力提升的
主要阵地，充分发挥广大妇女
在社区建设中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该区通过开展教育培训、
维权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等，使广大妇女学习有场

所、活动有阵地、作用发挥有舞
台；依托“青少年活动室”，打造

“四点半”课堂，为放学后的孩
子们免费提供心理健康和家庭
作业辅导、手工制作、文明礼仪
学习，开辟“小菜园”实践基地，
让孩子们在感受到劳作的辛苦
后学会换位思考，更加有感恩
之心；通过“职工阳光家园”“幸
福驿站”等特色服务，为户外作
业人员提供暖心服务2000余
人次。

“邻里帮帮团”帮出邻里真
感情。社区建立“邻里帮帮
团”，吸纳老党员、人大代表以
及辖区律师、医疗、法官等人员
充实到调解队伍中，帮助居民
调解邻里纠纷等。调解员来自
身边的邻里街坊，更能贴近群
众、说服群众，让矛盾能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调解，极大提高
基层调解效率；通过网格员走
访入户排查，对矛盾纠纷进行
调解，调解员充分发挥地缘、
人熟、友情关系，及时有效地
化解各类纠纷，促进邻里融
洽、家庭和谐。2020年，八公
山区通过“邻里帮帮团”成功
调解矛盾纠纷150余件，实现

“邻里一家亲”，营造“远亲不
如近邻”的良好氛围，着力构
建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新模式。

抓育培强引导
打造活力型社区

红色议事，议出社区新面
貌。八公山区推行五方（社区
党总支、网格、物业、楼栋长、党
员中心户）联动治理机制，常态
化召开“红色议事会”，说事、议
事、理事、晒事、评事。坚持问
题导向，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议
事事项实行“三事分流”,按照
大事、小事、私事分类处理：“大
事”是社区公共事项、公共服务

需经议事会集体讨论决定，按
照事项紧急和难易程度，协同
相关部门解决；“小事”是公益
服务,经议事会集体讨论决
定，以社区党总支为主导,定
期联系物业、公安、执法等多
部门共同配合解决；“私事”是
社区居民个人事务,以相关网
格成员为主导，帮助群众解
决。2020 年以来，八公山区
解决辖区内路灯故障、窨井盖
缺失、餐饮噪音扰民等问题
300 余件，并第一时间通过

“红色议事会”向居民传达办
理进展情况，实现“小事不出
院落，难事不出社区”。

文化活动，提升社区党建
活力。八公山区坚持党建引
领，发挥文化阵地作用，各社
区建立乒乓球室、舞蹈室、文
体活动室等，成立艺术团。
2020 年以来，该区组织开展
了邻里文化节、健身操比赛、
文艺汇演、社区春晚、乒乓球
比赛、趣味运动会、书法比赛
等90余场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为社区奠定了良
好的群众基础，让居民群众切
实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给个人
生活带来的获得感，促进了社
区精神文明健康发展，群众的
幸福感不断提升。

智慧社区，开启生活新模
式。八公山区试点“智慧社
区”，为社区群众提供政务、商
务、娱乐、教育、医护及生活互
助等多种便捷服务模式，依托
社区治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
台，整合资源，将党员管理、组
织生活、学习教育、互动交流、
服务群众等诸多功能融为一
体，实行“一口采集、多口适
用”，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效
率，拓宽便民、利民服务渠道，
从而实现党建与社区各方面工
作互联互通。

八公山区：
深化党建带群建 创新治理聚合力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团结社区端午节前夕组织居民开展“艾草飘香季，共叙邻
里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