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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系统建设整体建设，各领域党建从“各自为战”向“相邻共融”转变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是

典型的库区县、老区县，城区
常住人口 74479 人，社区 10
个，街巷192个。近年来，为
破解城市社区特别是老旧社
区治理难题，古田县研究制定
《关于推行“近邻党建”提升城
市基层治理水平若干措施》等
系列文件，探索推行“小巷管
家”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
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从居民
自治中激发治理力量，畅通背
街小巷治理的“毛细血管”，打
通社区治理“最后一米”，推动
矛盾纠纷在小巷中化解、治安
防控在小巷中加强、平安幸福
感在小巷中提升，形成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选优配强力量
把队伍建立起来

古田县将“小巷管家”作
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采
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从不同
的群体中选优配强队伍，进
一步充实城市社区治理力
量。目前，全县共招募“小巷
管家”200多名。

在人选条件上，根据社区
网格片区以及街巷数量，确定

“小巷管家”招聘人数，明确
“小巷管家”主要由社区内热
心公益事业、熟悉片区情况、
有时间和能力参与社会治理
的党员和居民组成，确保选出
来的“小巷管家”真心服务居
民，共同促进社区治理。

在人选聘用上，实行街
道管理、社区招募的管理原
则，街道负责“小巷管家”的
评聘审批、教育工作，社区负
责落实招募、日常管理工作，
确保招聘的“小巷管家”都是
社区内有威望、有名气、有话
语权的“意见领袖”。青云社
区在“小巷管家”选聘上，秉
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邀请居民全程参与监督，
选出组织放心、居民满意的
人员。

在人选储备上，建立“小
巷管家”人才信息库，定期开
展辖区热心公益事业人员排
查摸底，按照“两代表一委
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
社会群体负责人等不同类别
完善信息库，并根据“小巷管
家”个人特长建立服务资源清
单，为公开选聘“小巷管家”储
备人才资源。目前，全县共储
备“小巷管家”后备力量150
多名。

真情服务居民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古田县将“小巷管家”作
为服务社区居民的第一关口，
充分发挥他们源自居民、了解
居民的优势，精准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累计现场解决问题
800多个，上报社区解决问题
300多个，联合协商解决问题
150多个，有效破解了社区治
理难题。

推动环境整治。“小巷管
家”每天分三个时段，在所负
责的辖区内开展环境巡视、
劝导、宣传活动，及时解决杂
物乱堆、车辆乱停、私拉电线
等问题，用实际行动带动居
民参与街巷环境治理，营造
干净整洁、管理有序的街巷
环境，促进城乡环境品质提
档升级。

服务特殊群体。建立“小
巷管家”结对帮扶制度，采取

“一帮一”“多帮一”的结对帮
扶、邻里互助方式，以辖区失
独、孤寡和高龄失能老人为重
点人群，为他们提供保姆式
服 务 ，满 足 他 们 的“ 微 心
愿”，确保重点人群安全有人
关注、平日有人照顾、生病有
人陪护。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文安社区“小巷管家”主
动担负起居家医学观察和居
家健康监测群众的服务工
作，对隔离人员进行每日体

温监测，及时沟通疏导不良
情绪，为隔离人员做好后勤
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调解矛盾纠纷。充分挖
掘“小巷管家”队伍中有调解
特长的人员，建立“小巷管
家”矛盾调解队伍，每周定期
对辖区内矛盾纠纷进行排
查，到居民家中进行走访，与
居民谈心，及时掌握情况，发
现并解决邻里矛盾、民事纠
纷等问题。同时，与县法院
共建，在文兴社区、青云社区
等设立 10 个诉非联动工作
站，完善“法官+社区+小巷
管家”服务模式，建立起“百
姓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
制，推动纠纷“源头+就地+
分流”化解。

参与社区事务
激发居民自治活力

古田县将“小巷管家”作
为社区与居民的沟通桥梁，搭
建服务平台，促进社区事居民
议居民管，保障了居民的知情
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更加顺
畅推进民生事业。

搭建服务平台。每个社
区均建立“红色驿站”“党群服
务中心”“小巷管家服务驿站”
等不同形式的“左邻右舍”志
愿服务平台共26个，实行轮
流坐班制度，将“小巷管家”与
网格员、社区工作者进行统筹

安排，确保阵地“门常开”，反
映问题“有人找”。文安社区
利用区位优势，将热心公益的
老中医就诊点打造为“小巷管
家服务驿站”。充分利用人流
量大、群众聚集性高等特点，
设立“小巷茶谈”，打造党群干
群信息沟通互动平台。

参与社区议事。发挥“小
巷管家”参政议政能力，建立

“小巷管家议事会”制度，推
进“多方参与、协商共治”的
社区居民自治模式，定期召
开议事会，在社区环境美化、
平安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文
化、打造社区服务等方面进
行专题探讨，征求“小巷管
家”的意见，让服务项目更加
合理，让社区治理更接地气、
贴近民心。每到“小巷管家
议事会”，文河社区的会议室
都热闹非凡，“小巷管家”将
收集的意见建议在会上进行
讨论，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

监督社区干事。利用“小
巷管家”熟悉社情的优势，对
社区重大事项和各项民生事
务进行全程监督，进一步推
进社区各项公共服务落实到
位，促进社区工作人员为民
服务的态度、效率和工作作
风的转变，激活社区“廉洁细
胞”，营造风清气正的社区新
气象。例如，青云社区邀请

“小巷管家”对互助孝老食堂

在食材采购、环境卫生、安全
管理等方面进行全程监督，
保障互助孝老食堂真正惠及
社区居民。

健全管理机制
提高履职能力水平

古田县制定《“小巷管
家”管理办法》作为管理“小
巷管家”工作的指导性制度，
明确“小巷管家”日常管理职
责及考核标准，强化自治队
伍力量，进一步促进社区治
理精细化。

在人员培训上，建立岗前
培训和技能培训相结合的培
训体系，由社区和专业服务机
构,对招募的“小巷管家”开展
培训辅导、团队建设和跟踪服
务，提升“小巷管家”服务社区
能力。例如，古田县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古田县红
十字会共同开展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提高“小巷管家”在异
常预警、救急、突发事件等方
面的应急处理能力。目前，已
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7场，累
计培训700多人次。

在工作考核上，根据“小
巷管家”工作职责，采取日常
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入
户考评与群众测评相结合的
方法，开展考核评议工作，考
核既重过程、查数据、填表
格、看分数、排名次，又看服
务意识、履职能力、工作成效
以及群众满意度等，其中群
众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考评
内容，并将“小巷管家”考核
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
三档。

在结果运用上，充分运用
考核结果，对考核结果为不称
职或者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
予以辞退，并在一个月内重新
招募；对考核结果为优秀和称
职的继续留用。推出常态化、
动态化的激励措施，对考核优
秀的“小巷管家”进行表彰，予
以适当奖励，并对工作中的先
进经验、典型案例及时进行宣
传和推广。

古田县推行“小巷管家”
社区治理模式以来，居民诉
求渠道畅通了，社区与居民
的关系密切了，社区治理变
得顺畅了。“小巷管家”让居
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
想、自己做”，是政府主导、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模式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

古田县：
“小巷管家”为大家 服务社区传佳话

宁德市古田县“小巷管家”慰问困难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