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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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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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在
应对突发新冠疫情过程中，探
索建立了“支部建在网格，干
部沉到一线”工作机制，着力
构建起平急融合的基层组织
动员体系，充分发挥了机关党
员干部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有效调动了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创造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新范式。

支部建在网格

上下贯通一体

依托网格建立党支部。
全区划分为486个基础网格，
其中303个城市社区网格逐
一建立功能型党支部，183个
农村网格由镇（街道）包村党
员干部指导村党组织，依托

“一网三联”治理模式推动全
员共治、群防群治；未纳入网
格管理的闲散院落、沿街商
铺，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建立功
能型党支部。

明确功能定位。不改变
现有“街道—社区—网格”治
理架构和体系，功能型党支部
作为凝聚人员力量、资源的平
台载体，发挥组织动员、带头
示范作用，成为社区工作重要
辅助力量。

选优配强“头雁”。以“组
织推荐+个人自荐”的方式，结
合机关党员干部在社区的日
常表现，选配政治素质高、群
众口碑好、服务能力强的机关
干部担任网格功能型党支部
书记；共确定功能型党支部书
记486名，其中区直部门单位
党员干部303名、镇（街道）党
员干部183名，副科级以上干
部182名；功能型党支部嵌入
每一个网格，有效解决了社区
工作人员偏少、群众意见反馈
不及时、具体事务处理难到位
等问题，切实打通了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干部下沉一线

凝聚共治力量

干部全员下沉。坚持不
漏一人，全面摸排机关党员干
部居住地信息，将在周村辖区
内居住的5000余名党员干部
全部编入网格。

引领带动各方。健全基
层网络体系，功能型党支部书
记带动机关干部、医生、教师、
企业职工、外卖小哥、热心群
众等群体参与网格治理。目
前，已凝聚各类志愿服务力量
超过1.5万人。

统筹力量配备。逐网格
摸排、登记机关干部、党员、志
愿者等各类名册，对人员分组
编排、设岗定责、动态管理。

对没有机关干部、力量相对薄
弱的网格，就近统一调配人
员，确保每个网格至少有6名
以上机关党员干部、30名以上
志愿者。机关党员干部全面
下沉，有效推动社区治理能力
提升，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带来
了经验、提供了示范，展示了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
风貌，为社区治理、群众自治
注入了新动能。

着眼平急融合

健全运行机制

细化职责分工。平时，机
关干部、党员和志愿者队伍在
功能型党支部组织下，配合网
格员经常性入户摸底，建立居
民信息和个性化需求台账，精
准开展特殊群体照护、文体活
动、志愿服务；遇有紧急情况
或应急任务时，在功能型党支
部带领下快速集结，服从镇
（街道）、村（社区）统一调度，
落实应急处置任务。

加强日常管理。建立功
能型党支部与网格员工作例
会、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制
度，推动两者有机衔接、捆绑
运行；以镇（街道）为单位，对
功能型党支部书记、网格员开
展集中培训，重点是疫情防
控、居民服务、应急常识等。

强化支撑保障。结合全
区红色“城市驿站”服务体系
建设，整合办公用房、物业用
房、闲置单位用房、驻区单位
活动场地等公共场所，新建、
改造一批网格党群服务站点，
搭建议事共商、工作培训、开
展活动的服务阵地；同时，印
发《网格功能型党支部工作经
费管理使用办法》，全区统一
拨付经费，保障功能型党支部
日常运转。

强化监督激励。制定《网
格功能型党支部书记和党员
干部的管理监督办法》，对党
员干部八小时以外在社区发
挥作用情况进行监督，干部
提拔任用时到干部居住（村）
社区开展民主测评、考察谈
话、听取村（社区）及镇（街
道）意见；对表现突出的功能
型党支部成员颁发奖励证
书，并依托社区商圈党建联
盟商户进行积分兑换，推动
功能型党支部化虚为实，与
社区党组织密切配合、相得
益彰，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提供坚实保障。

建强基层组织

筑牢城市发展基础

周村区把支部建在网格，
组建功能型党支部，解决了网
格内机关党员干部凝聚难、作

用发挥难的问题；干部沉到一
线，聚合“全能型”常备队，解
决了急时组织动员难、应急力
量统筹不足的问题，让基层组
织更有力，社会治理更有效，
城市发展的基础更坚实。

打造凝聚力量的新平
台。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
商共治。在这些主体中，社区
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通
过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组织
嵌入等方式统筹推动各主体有
机聚合，促使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最
终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践效
能。社区党组织凝聚的力量多
是两新组织党员、离退休党员
等自管党员，对网格内的其他
党员缺乏动员力和影响力，周
村区通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
区，建立功能型党支部，有效链
接了不同界别和不同行业的党
员，促进党员深度融入与扎根
社区。网格功能型党支部的建
立促进了社区服务力量的规模
化，社区有了数量充足、素质过
硬的补充力量，进而确保“平
时”与“急时”均能够迅速将党
员力量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开
展集体行动。

激活社区自治的新动
力。社区自治是社区地域范
围内的居民通过民主协商讨
论社区公共事务，依法实现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的过程。社区自治是社区治
理的一种基本形态，是促进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社区自治中，社区居民作为
重要的治理主体，实质上处于
基础地位，但是又处于弥散性
状态。在城市社区从单位制
社区向商品房社区转变的过
程中，社区居民因职业、年龄、
观念、文化等多维特征，存在
着一定的异质性和变动性，处
于离散的弱联结状态，居民的
价值共识、互助协作和有序参
与存在缺失，居民之间仅有地
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无功
能意义上的“共同体”。周村

区网格功能型党支部成员积
极听取居民意见，协调解决居
民利益诉求，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一方面拉近了与居民的距
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居民之
间的联系，从而打破了社区成
员间的陌生人状态，塑造了全
新的社区人际交往模式，增进
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通过发挥网格功能型
党支部的引领功能，有效动员
和组织更多的社区居民以主
体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激
发居民关心社区事务的热情，
重建社区成员之间有机联结
的动力机制，唤醒社区治理的
内在动能。

实现治理方式的新融
合。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物理
空间，也是有着共同价值和紧
密社会交往的邻里空间。在
社区居民需求日渐多元的样
态下，要将社区整合并塑造成
一个有机的治理系统，就需要
在党建引领下，融合多种治理
方式，构建起解决社区各种问
题的综合工具箱。“支部建在
网格、干部沉到一线”工作机
制，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共识、
共谋发展，实现了治理方式的
多元融合。虚实结合。网格
功能型党支部是“虚”的，在不
改变现有基层治理架构和体
系，不替代社区、物业的基础
上，发挥组织动员作用，充当
服务社区居民的辅助力量；机
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是“实”
的，有效充实了街道、社区可

支配的人员力量。平急结
合。“急时”有一支充足的预备
队，遇到紧急情况，能够有一
支顶得上的后备力量；“平时”
积极加强培训演练，促进人员
队伍融合，熟悉网格内的居民
需求，保证急时能拉得出，真
正发挥作用。软硬结合。街
道、社区对机关党员干部进行
软约束、软管理，通过发送喜
报、写感谢信等“软”的方式，
对发挥作用好的机关党员干
部给予肯定；区委组织部开
展“硬”考核，在干部选用时，
向干部居住地所在社区、网
格开展延伸考察、测评，街
道、社区出具工作鉴定。统
分结合。遇有紧急情况或全
区重点任务，由区里统一发
布工作指令，统一调配人员、
调度安排工作任务，社区每
月通过网格微信工作群，向
功能型党支部发布任务需求
清单，功能型党支部组织动
员志愿服务力量，自主承接
任务，参与网格治理。上下
结合。每名机关党员干部背
后就是一个市直、区直部门单
位，与社区有联系的政府部门
数量成几何倍数增加，将大量
的上级资源带到了基层，机关
党员干部深度参与网格治理，
通过入户摸排、政策宣讲、座
谈了解等形式，掌握了第一手
的社情民意，将这些信息有效
传递到了上级各部门单位，打
通了“上下”联系渠道，即时实
现“上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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