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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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义合美新城规模大、人口多，是
全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和

“空心村”治理集中安置区，目
前由于正处于村民向居民的转
型过渡期，推进社区治理面临
众多难题。张北县坚持以强
化党建引领、推进社区治理创
新为抓手，把转理念、转职能、
转方式、转机制贯穿社区发展
治理的全过程，聚焦集中安置
社区创新治理模式，全力打造
幸福家园。

建强组织
筑牢社区治理主阵地

张北县坚持在夯实基
础、锻造队伍、服务群众上
全链条发力，不断夯实党在
社区治理的执政基础，推动
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

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群
众搬迁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在
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原
则，强化顶层设计，成立县处
级领导任一把手的义合美新
城党工委和管委会，高规格配
备2正4副班子队伍，科学设
置“四办一中心”5个工作机
构，核定干部编制30名，招聘
社区工作者21名，配强组织力
量，为加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健全组织体系。为实现
党群共治、服务群众目标，优
化“六位一体”社区治理体系，
张北县在义合美新城成立4个
社区党委，下设16个党支部，
组建26个楼栋党小组，整编
制划转11个整村搬迁村党支
部，建立“党工委—社区党委
—党支部—党小组”四级组织
管理体系，实现了社区到楼栋
单元党组织全覆盖，畅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公里”，党的组织
体系同社区治理架构实现有
机融合。

建立红色阵地。新建
“1+1+11”党建服务中心，面
积约为4800平方米，有效整
合党建、行政、卫生、计生、法
律等功能，实行党建办公室协
调抓总，综合服务党群室审核
办理，11个整村搬迁村党支
部专职专办，做到标牌标识
全统一、工作制度全上墙、
服务标准全提升；树立小窗
口、大服务理念，在行政综
合服务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窗
口，将户籍管理、民政残联、
社会救助、劳动保障、就业
服务、计划生育、文教卫体
等 9 个民生领域 100 多项高
频事项进行整合，实行集中
办公，为居民提供“一站式”
服务。

健全机制
握紧社区治理指挥棒

义合美新城集中安置了
全县搬迁群众8711户 22295
人，占全县集中安置总人口的
82.91%，涉及搬迁村庄 140
个。为切实做好搬迁群众后
续管理服务，张北县委针对义
合美新城搬迁人口多、老龄化
严重、居民法治意识薄弱、村
民正处于向居民转变的过渡
期和转型期等特点，逐步探索
出一条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
社区管理深度融合的治理新
路径。

搭建共治平台。树立“大
党建”思维，建立“工委直报县
委”绿色通道，及时召开县领导
现场办公会11次，协调城建、
土地、供电、医疗、教育等职能
单位限时办结，帮助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等重大
民生问题42个；由新城党工委
牵头，统筹40个部门召开协商
会议23次，协调解决区域内矛
盾纠纷和突出问题381个，有
效推动基层党建上下贯通、左
右连通，实现资源统筹整合、供
需对接互动，促进基层治理网
与区域共建网双网融合，打通
社会治理“中梗阻”。

实行共管机制。积极推
行“四位一体”工作模式，社区
党委当好“主心骨”，发挥社区
治理主导作用，统筹协调社区
各方资源，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18次；社区居委会做好操盘
手，一线处理具体事务159件；
业主委员会承担联络员，承上
启下发挥纽带作用，反映解决
居民诉求280余件；物业公司
充当执行官，接受社区党组织
和居委会的领导，直接服务居
民群众1890余次，形成构建和
谐社区的工作合力，有效增强
了社区党委统领推进社区建
设的能力水平。

推行网格管理。建立“管
委会—社区居委会—网格长
—网格员（楼门长）”四级网格

管理体系，推行网格管理三三
制，即实行工委领导包片、社
区干部包楼的工作包联制，建
立分类处理、逐层上报的问题
反馈机制和定性分析、定量打
分的考核考评机制，将网格内
党建、维稳、应急、社保、卫生
等各领域工作统筹起来，打造
社区治理“全科网格”，提升搬
迁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截至目前，累计走访社区居民
5600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82
件，办理各类便民服务事项
1560人次。

整合资源
开启社区治理金钥匙

张北县坚持以整合资源
力量搭建平台、拓宽致富路径
为关键点，在保障搬迁群众合
法权益基础上，探索“党建+企
业+集体经济+N”发展模式，
提供劳务输出、蔬菜种植、物
业管理、社区保洁等工作岗
位，激发社区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不断延伸拓宽产业链和就
业面，促进三产融合，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持续拓宽搬迁群众就业
渠道。通过政府招商、定点帮
扶、企业支持等方式，统筹整
合驻村帮扶、国办、东西部协
作、社会帮扶等四方力量，健
全“全域覆盖+精准对接”的帮
扶机制，在安置区周围2公里
以内配套启动一系列发展周
期短、群众参与度高、扶贫效
果好的后续帮扶产业项目，成
立忠信马铃薯合作社，就近吸
纳300多人就业；引进东西部
协作西瓜种植项目和河北亿
农蔬菜净加工项目，产能每年
达2万吨，安排就业岗位700
多人；投资360万元建成箱包
厂，提供就业岗位80余个。截
至目前，义合美新城搬迁户就
近实现就业达3568人，全面解
决贫困搬迁群众就业难题。

持续发挥“红色基金”保
障作用。重点安排有集体经

济收益的产业项目，将周边配
套产业项目贡献的集体经济
收入统一管理，设立“公益基
金池”，统筹义合美新城箱包
加工厂7%的年租金收入、净
菜加工项目年租金300万元、
800个西瓜大棚的棚均800元
的租金收益，整合集中光伏分
配资金，全部用来助力公益基
金，增强造血功能，合理二次
分配，保证治安巡逻、清洁员、
楼栋长等384个公益岗位的劳
动收入，为保障居民收入提供
坚实基础。

持续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
益。坚持把维护搬迁群众切身
利益作为后续服务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通过创新“三化、
五全、三不变”工作方法，推进
村民居民化、资源资产化、公
共服务均等化，实行土地全流
转、资产全托管、就业全覆盖、
社保全兜底、户籍全落地，保
持农村集体土地权属不变、涉
农惠农政策不变、土地承包经
营权不变等工作举措，新建6.4
公里柏油路、10千伏配电专线
工程等，实现水、电、路、气全
部畅通；配套占地24亩的六
轨制完全小学、占地20亩的
幼儿园、面积约为2400平方
米的社区医院等基本公共服
务，全面解决搬迁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稳步推进农民向城镇
居民转变，确保群众搬得放
心、住得顺心、过得舒心。

搭建平台
唱响社区治理合奏曲

入住新城社区的搬迁群
众以前大多生活在农村，生活
习惯一时难以改变，生活环境
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正处于
思想的塑造期和行为的改变
期。义合美新城党工委不断
创新活动载体，持续加强社区
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丰富社区
文化活动，充实居民业余生
活，打造美好和谐社区，增强
辖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志愿活动提振精神。联

合文广新局、司法局、文联、妇
联、老干部局等县直单位，组建
6支文化宣传队，开展“文化下
乡”“送法入户”“爱国电影展
播”等文化宣传活动100余次，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鼓励搬迁
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从思
想和生活习惯上主动融入社
区；团县委、县医院、工商联和
各类社会组织推动成立志愿服
务队11支，组织开展义务理
发、健康义诊、清理小广告等活
动300余次，社区居民也主动
参与志愿服务，不仅美化了小
区环境，还增强了居民的文明
意识、卫生意识、环境意识、家
园意识；情趣相投、爱好相同
的搬迁群众自发组织，成立广
场舞秧歌队23支，吸引广大居
民茶饭之余积极参与，坚持每
晚排练一小时，既锻炼身体，
又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激发
活力，有效促进社区和谐。

移风易俗倡导新风。组
织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我先
行”“单元清洁保护环境”等主
题活动，制定《义合美新城居
民公约》，充分利用微信群、小
喇叭等形式征求居民意见，激
发大家积极参与、自觉践行的
主动性，提高搬迁群众的认同
感；经常性开展“三讲一改一
树”，每年举办“文明守信”“遵
纪守法”先进户表彰活动，组
织“身边好人”和“最美新城
人”人物评选，选树典型，传播
正能量，大力弘扬传统美德。
通过讲文明、讲道德、讲卫生，
改变生活习惯，树立社会新
风，引导群众向上向善，营造
办好事做好人良好风尚，推进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充
分发挥楼长、社区党员和“学
雷锋”志愿服务岗作用，对部
分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搬迁
村群众，由社区选派楼长或社
区党员，为居民代办低保、社
保、医保，提供人性化代办服
务；实行“三必到四必访”，居
民有突发事情、有不满情绪、
有家庭纠纷必到，对困难家
庭、住院病人、失能人员、孤寡
老人必访，提供“保姆式”志愿
服务；开发“便民义合美”微信
小程序，开通义合美新城微信
公众号，开辟智慧党建、物业
服务、便民服务、就业服务四
个板块，为搬迁群众提供方便
快捷的线上服务；在安置区内
安装门禁识别、无死角监控、
智能呼叫系统，将监控同步接
入网格化智能服务管理平台，
构建全天候、无死角动态感知
系统，提高应急预警预防能
力，为居民安全保驾护航，提
升搬迁群众的安全感。

张北县：
创新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共建幸福家园

张家口市张北县义合美新城党工委召开议事协商会议，共同研究决定社区重要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