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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地处
四川省东北部、米仓山南麓，
是巴中市政治、经济、文化和
商贸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42万人。

近年来，巴中市巴州区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决
策部署，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功
能、抓基础、补短板、重创新，
突出互联互动互融，积极整合
各方面力量资源，全力构建区
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
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新格局，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整体谋划 整片推进
吹响党建引领“集结号”

建机制增强执行力。巴州
区委常委会定期听取城市党建
工作汇报，制发城市党建工作

“1+5”系列实施方案，对全区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总体部
署安排；区委主要领导多次调研
指导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并就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区级领导根据职责
分工，积极整合各方面力量资
源，分头抓好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抓宣教增强感召力。巴州
区分门别类抓好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宣传引导工作；通过
设置专题讲座、举办专题座谈
会等方式，引导他们发挥模范
作用，带头参与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通过印发宣传手册、编辑
微视频、举办文艺演出、开展知
识竞赛等方式，广泛宣传党建
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具体内
容、目的及意义，营造全体市民
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

聚资源增强保障力。巴州
区委坚持把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工作与其他中心工作相结
合，整合各类资源，凝聚工作合
力。区级各部门先后整合各类
项目资金5.2亿元，用于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区委组织部先后
3次前往西安、重庆等高校引进
各类高层次人才63人到城市
基层一线工作，首次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33名社区专职工作
者，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供
人才支撑。

改革体制 创新机制
画好城市治理“同心圆”

推动赋权扩能。学习借鉴
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改革经验，巴州区结合实际探

索创新“三联三融”工作模式，
大力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6
个街道党委全部改设为党工
委，赋予街道对派驻机构的指
挥调度、对下沉执法力量的管
理使用等6项职权；赋予社区
对驻区单位年度考评话语权、
干部任免建议权、统筹协调决
定权，促使驻区单位主动融入
到城市基层治理。

推动力量下沉。巴州区取
消街道产业发展、协税护税等
职能职责，科学设置党建办、社
会治理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等
街道内设机构“6 办 1 所 4 中
心”，变“向上对应”为“向下对
应”，确保街道有精力抓党建、
抓治理、抓服务；大力推行社区

“大党委”制，在符合条件的31
个城市社区全覆盖组建社区综
合党委，吸纳驻社区单位党组
织负责人为兼职委员，每季度
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协商解决
具体问题。

推动服务前移。巴州区持
续推进“精品社区”建设，城市

社区由26个调整划小到42个，

社区服务半径大幅缩小；对社

区服务事项全面清理规范，综

合提供证件办理、创业就业等
50项服务；倾心打造“一刻钟
便民服务圈”，不断优化农贸市

场、卫生服务站等公共设施布
局；分层次、分领域探索推出

“十分家政”“中服平台”“青年
号”“社区大讲堂”等13个社区
服务品牌，先后为16.7万人服
务，切实提升了城市居民生活
品质。

党建为民 党建惠民
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

围绕市民所观所感，解难
点疏堵点。巴州区围绕住居环
境做文章，去年争取3大专项9
类项目资金，完成39个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整治背街小巷20
条；围绕城市管理做文章，完成
油烟净化装置1400余家，新增
停车泊位4000个、非机动车辆
停放点158个，33家散乱物流
企业退城入园；围绕经济发展
做文章，整合政务服务事项
138项，公布“最多跑一次”事
项535项，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覆盖率100%，新增限上商贸
企业13家、规上企业10家。

围绕市民所期所盼，繁荣
民生抓平安。巴州区聚力教育
资源供给抓提升，优化义务教
育学区制管理和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2所学校建成投用，新增
学位6000余个，获评“全国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
区）”；聚力医疗卫生资源供给
抓提升，深化“三医联动”，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建成区人
民医院回风院区、区妇幼保健
院大溪口院区等医院；聚力平
安建设抓提升，创新城市“互动
式1+3+N”社区警务，建立校
园、重点单位警务室123个，扎
实推动“10+3”乱象治理工作。

围绕市民素质提升，推法
治促文明。法律服务法治保障
双推进。巴州区搭建三级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成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1个、专区2个、
工作站室37个；推行“一社区
一顾问”，新增援助律师和工作
者 110 人；深入推进“法律七
进”，开展“一月一主题”宣传活
动400余场次，荣获“全国‘七
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市、区）”。
主旋律正能量双弘扬。巴州区
实施文化繁荣“二十大工程”，发
展文化协会100余个、群众文化
队伍300余支，编创作品600余
件、开展演出500余场次；结合
全国文明城市基层党建，制作道
旗2500余幅，增设景观小品、彩
绘墙20余处，打造示范点位50
个；组建机关、企业、学校等多级
志愿服务队伍，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人数超20000人次。

今年1至7月，江苏省镇江
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08
个，总投资1202.6 亿元，完成
序时计划100.2%。数字背后，
是镇江市以红色服务“加法”换
取市场活力“乘法”的创新实
践。今年以来，镇江市紧紧围
绕推动产业强市“一号战略”、
优化营商环境，把“助力‘镇合
意’、服务先锋行”行动确定为
市委“书记项目”，通过打造“组
织红、党员红、环境优”的良好
发展生态，持续为高质量发展
配强“红色引擎”、注入“红色
动力”，让党建更有温度，为发
展增添热度。

组织红 项目建支部

“红色帮办”，以党组织
“来回跑”帮助产业项目“加速
跑”。市县联动，对镇江市3亿
元以上的新签约项目采取联
合组建、分级组建的方式，由
机关部门、项目单位、落户板

块分别选派党员和业务骨干，
根据项目实际需求组成功能
型党支部，帮办项目尽快落地
达效。

目前，镇江市已建立市县
两级功能型党支部共80个，其
中市级建立29个；对项目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营业执照和不
动产登记、公共服务等全程帮
办，帮办项目总投资达402亿
元；已累计解决重难点问题30
余个，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4月，总投资60亿元
的日丰集团新型应用材料华东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镇江新
区。镇江市住建局党委第一时
间牵头挂钩，成立镇江新区日
丰帮办党支部，由党委负责同
志担任党支部书记。该党支部
充分利用土地上市前的“真空
期”，协调解决文物勘探、古树
移植、方案设计辅导、施工图审
查等审批及服务事项，实现了
项目“拿地即开工”。

党员红 服务当先锋

在镇江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融资“镇合意”服务队的帮助
下，江苏索普集团实施定向增
发，共募集资金9.93亿元用于
核心产业项目建设。今年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15.04亿元，同
比增长176倍。

“一线服务”，以党员“一身
汗”推动项目“加速转”。镇江市
围绕打造“镇合意”服务品牌确
定的17大类任务，成立18支

“镇合意”服务先锋队，以各地各
部门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全
流程精细化服务，为企业项目
减事项、减环节、减时间、减材
料、减跑动、减费用。目前，在
工作方案明确的90项具体任务
中，有67项任务已基本提前完
成，23项任务正在序时推进，企
业、群众办事效率大幅度提升，
解决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堵

点、痛点、难点问题。
目前，全市不动产、人社、

医保、车辆管理、公积金等服务
窗口推进“周六不打烊”便民服
务；重大项目用电开展“一对
一”挂钩、“一条龙”能效、“一揽
子”接电服务；镇江市开办企业
实现全程网上办理，平均用时
0.66天，“零费用”普惠政策已
覆盖全市。

环境优 惠企办实事

“主动联系”，变被动“等上
门”为主动“登上门”，打造“镇
合意”的助企发展生态。深化镇
江市机关部门党组织结对服务
重点企业的特色做法，全市72
家机关部门党组织与72家重点
企业开展共建活动，根据企业的
特点和个性化需求，靶向发力、
精准对接，提供定制服务，切实
增强企业获得感。截至目前，全
市累计结对帮扶企业135次、有
效解决难题213个。其中，市

政协党组与镇江奇美化工有限
公司结对共建，在了解到企业
面临人才和用工难题后，专程
走访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协调
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

“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要感
谢‘红色专窗’。”江苏省重大项
目句容航科专用汽车及负压换
气系统项目报建手续经办人柳
苏研说，她去句容市行政审批
局办理建筑施工许可时携带材
料不全，“红色专窗”党员上门
指导，帮助企业当天取得许可
证。目前，该项目的办公楼、研
发楼等4栋大楼已封顶，整体
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

据统计，镇江市创新开设
线上线下10个“红色专窗”，累
计为企业群众办事1400余件、
服务企业600余家。市政务服
务办还将窗口设在项目现场，以
市县联动、部门联合的方式上门
服务，帮助办理市场准入类、社
会事业类、工程建设类涉审批事
项，为企业发展担当强力后盾。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党建引领聚合力 开拓治理新天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孟 航 李彤彤

江苏省镇江市江苏省镇江市：：

“两红一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郭文治 李彤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