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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雄有脊，房固因梁。近
年来，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委
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坚
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重
心下移、资源下倾、力量下沉，
构建城市基层治理“四梁八
柱”，聚焦三个关键，优化治理
布局，建强治理基础，改进服
务方式，全力打造城市“睦邻
善治”党建品牌，不断开创党
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新篇章。

上下贯通

建强城市党建“动力轴”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
统思维，最大限度发挥党建统
领作用，纵向联动、横向协同，
引领城市基层各领域、各环节
共建共治，形成整体效应。

发挥市委牵引力。滕州
市委牢牢把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抓在手上，连续四年将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一号课
题”，先后实施社区工作者职
业体系建设、网格治理、睦邻党
建等书记突破项目，不断夯实
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建
立市委书记召集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市委
书记抓城市基层党建责任清
单，定期召开市委常委会、党建
领导小组会、联席会，研究解决
重点难点问题，凝聚工作合力；
发挥组织纽带作用，打破行政
壁垒，实行扁平化、网格化管
理，打造条块协同、平战结合
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实现高效
运转、快速响应。

提升街道统筹力。街道
是城市基层治理承上启下的
关键枢纽。滕州市坚持问题
导向、靶向发力，全面取消街
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任
务，让街道有更多精力、更大
能力抓党建、抓治理。赋予街
道“五项权力”，制定 7 大项
105条权责清单，下放部门高
频民生服务事项职能权限，实
行反向评价约束，完善“下对
上”考核机制，赋予街道更大
话语权；优化体制机制，推行

“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近六
成；实体化运作街道综合执法
办公室，按照“1+X+Y”模式，
推动11个市直部门83名执法
力量下沉，建立“一支队伍管
执法”的工作体制。

增强社区组织力。社区
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滕
州市围绕建强城市社区党组
织工作目标，将原92个社区、
7个“村改居”优化整合为48
个城市社区，全面理顺基层组
织架构，设立社区“大党委”，
重新划分了450个网格，建立
网格（小区）党支部260个，楼
院党小组1149个，构建了一
贯到底的“社区党委—网格党

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
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将党组
织链条从社区延伸到小区、楼
栋；开展社区减负集中行动，
制定社区事务准入清单，建立
多元化保障机制，全面提升社

区服务能力。

夯实基础

优化基层治理“硬环境”

滕州市坚持抓基层打基
础，持续推动各类资金、资源、
服务项目投放到社区网格，提
升基层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

提升硬件强阵地。构建
“1+N”党群服务矩阵，通过场
地置换、优化组合、新建改建
等方式，以 500 米为服务半
径，新建7处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240余处网格驿站，总面积
由0.8万平方米增加到3.2万
平方米；利用楼栋开放区域精
心打造党群服务“微阵地”，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实行
驿站星级动态管理，推行“全
岗通”服务，打造红领驿站、七
彩驿站等特色品牌；建立“平
战结合”的使用模式，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网格驿站平时
作为“搭把手”“微治理”的服
务阵地，战时作为核酸检测、
信息采集、疫苗接种的前线阵
地，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组织
就在身边。

选育结合强队伍。坚持
选育管用全链条发力，连续三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0名
社区专职工作者，紧盯职业化
专业化发展方向，出台日常管
理考核办法，高标准建设社区
工作者培训学院，创新实施

“育蜂”工程，采取导师帮带、
实践化教学方式，吸纳党建业
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基层
一线等不同领域的52名专家
学者组成导师团，研发3大门

类40余个科目，不断提升社
区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能力；健全职业体系建设，积
极拓宽发展空间，先后从社区
党组织书记中招录2名街道
事业编、提拔4名镇街副科级

干部，为干事创业者提供更大
舞台。

加大投入强保障。健全
完善以财政投入为主，党费支
持、社会资助等为补充的多元
化保障机制。借助省扶持社
区服务阵地建设政策东风，累
计投入5000余万元，提升改
造社区工作服务用房75处；
市财政每年列支 3900 余万
元，全面落实社区工作者“3岗
18级”薪酬待遇，列支1500余
万元，将社区党组织工作经费
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分别提
升至7万元、25万元；制定出
台社区服务群众经费使用管
理办法，推动以社区党组织为
主渠道落实到位，保证基层组
织规范运行，更好为民办事。

多方联动

拧成服务居民“一股绳”

党建工作的最终落脚点
是为民服务，要紧盯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求解优解，不断推
动治理服务由“单打独斗”向

“握指成拳”转变。
驻区单位动起来。滕州

市实施“区域聚合力”提升行
动，着力构筑条块融合、区域
聚合、多元参与的城市大党建
格局。深化“红色物业”创建，
成立物业管理行业综合党委，
推动66家物业到社区报到，
签订联建共建协议85个，选
聘 276 名驻区单位、物业公
司、驻区民警及社会组织成员
任社区兼职委员；探索建立社
区党建联盟工作机制，打破社
区与驻区单位之间的壁垒，打

造万达广场等党建综合体，实
行共驻共建、推进区域联动，
携手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

机关单位沉下来。以“双
报到”工作为载体，建立需求

征集、议事协调、揭榜服务机
制，推动154家单位、1.2万余
名党员下沉社区，结合各自职
能、业务专长，主动认领政策
宣传、公益服务、帮扶救助等
10大类社区服务岗位，组建市
级资源库、党建超市，定期开
展点亮居民“微心愿”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260支党
员突击队、1168名党员干部下
沉网格，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

多元服务跟进来。推行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全市共组
建志愿服务队伍1200余个，
吸纳志愿者1.3万余人，先后
开展政策宣讲、助残济困、矛
盾调解等服务活动，“泉心”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每年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60余场，受惠群
众3万余人次；引进专业社工
服务，针对社区居民反映集中
的“一老一小”问题，积极引进
日间照料、养老服务、母婴照
护、教育辅导等专业社工组织
29家，让服务力量、服务项目
在群众身边遍地开花。

优化机制

结出睦邻善治“金果实”

滕州市坚持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不断创新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工作机制，努力让广大
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城
市发展硕果。

在市级，建立智慧治理平
台。持续提升“一网统管”质
效 ，接 入 市 长 信 箱 、枣 庄
12345热线、吹哨报到、接诉
即办等系统，加强与“枣治理”

平台的数据推送，构建起权责
清晰、运转高效、协同联动的

“e呼善应”综合指挥体系；实
施“以房管人”，结合“敲门行
动”，建立“一图一表一库”数
据库，实现标签式精准画像，
构建动态精准的“全科智慧红
网”；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智慧
赋能社区治理新路径，以4个
省级智慧社区试点为牵引，搭
建“滕城e家”智慧社区平台，
按照“1+1+N”的总体架构（即
1个智慧社区管理平台、1个
智慧社区时空数据库、N个平
台接口），开发管理平台和客
户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公共
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
里互助，提升了政策宣传、民
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提升
了社区治理智慧化水平。

在街道，畅通诉求办理渠
道。依托市级“e呼善应”社会
治理平台，制定网格、社区、街
道“吹哨”清单6大类 302小
项，畅通诉求办理渠道，用好
街道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社区
社会治理工作站和网格员手
持终端，健全完善“网格吹哨、
社区报到，社区吹哨、镇街报
到，镇街吹哨、部门报到”三级

“吹哨报到”机制，推动“吹
哨”机制向民生领域延伸。
2021年以来，各街道通过“e
呼善应”指挥平台共流转办理
各类事项1.5万余件，办结率
达99%。

在社区，推广民主议事制
度。积极探索“1345”工作法，
通过一网聚力、三治融合、四
步闭环、五化服务，推动把党
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健全社
区党组织主导的议事决策制
度，定期召开红色议事会、民
情恳谈会、工作联席会，协商
解决单靠社区力量解决不了
的问题。滨江社区通过五方
联席会议等方式共商社区事
务，解决停车难、噪音扰民、道
路维修等问题，得到居民一致
好评。

在网格，提升基层治理精
度。围绕诉求解决，推行“三
单一访”，对网格小区内部问
题，通过网格派单、物业接单、
群众评单、支部回访的形式予
以快速办理；探索“五邻”工作
法，推广“有话好好说、有事好
商量”、“红马扎”议事等做法，
推动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由旁
观者变主人翁；完善“随手拍”

“泉馨居”等小程序，推动线上
智慧驿站进楼入户，一键扫码
呼叫，确保呼叫时时有响应、
件件有回声。龙泉街道实施
网格治理“五小工作法”，在网
格内开展小活动、讲清小道
理、解决小问题、化解小纠纷、
树立小典型，让居民在城市生
活得更舒心、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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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解放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