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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垂直式组织体系
筑牢红色主阵地

“自开展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以来，城管力量下沉，街道能
执法、敢执法，不少街道干部放
开了手脚，工作由被动变为主
动，为及时有效服务社区提供
了有力保障。”西秀区南街街道
党工委书记粟显清感慨地说。

2020年12月以来，安顺市
聚焦街道“抓党建、抓治理、抓
服务”三大主责主业，市委组织
部会同市委编办研究制定《安
顺市优化街道党政机构和事业
单位设置指导方案》，强力推进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街道
内设机构；同时，明确各县（区）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
街道行政执法权，采取整合现
有执法力量、聚合资源的形式，
联动部门共同解决问题，进一
步将行政执法权限下沉街道一
线，凝聚现有站所、分局执法力
量和资源，组建统一的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
逐步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的
目标，努力纾解“看得见的管不
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难题。
目前，全市26个街道已全部完
成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城市社区涵盖地域范围
广，服务的居民数量多，人员构
成相对复杂，城市基层党建的
顺利开展存在不少难题和挑
战。网格的划分及网格党小
组的建立，极大缓解了社区干
部的工作困顿。“将管理辖区
划分为单位网格后，辖区内每
一户居民都有专人直接联系，
居民能精准地将问题、困难和
需求反馈给社区干部、网格长
或网格员，社区也能及时联系
居民，管理和服务工作难度减

少许多，居民的满意度更高
了。”普定县东华社区网格长夏
劲松说。

为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
的难题，安顺市持续加强党建
引领网格管理，结合“一中心一
张网十联户”工作开展，根据城
市社区居民小区、楼栋院落、商
圈市场分布情况，按需优化调
整网格划分，积极构建科学合
理、健全完善的城市党建网格
化管理服务体系，着力为居民
提供更优质、便捷、高效的服

务。目前，全市 159 个城市社
区共划分网格 905 个，全覆盖
建立网格党小组，充分厘清网
格党小组、网格长、网格员的
工作职责，研究制定网格党小
组 7项工作任务，不断提升城
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
水平。

为进一步稳固党建带群建
的工作格局，实现党建带工建、
团建、妇建的提质增效，在全市
159个城市社区全覆盖建立工
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依

托文化服务中心、工会之家、青
年之家、图书室等载体，召开群
众会、院坝会、入户谈心交心会
等，开展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
德教育、文化文艺活动和巡回
宣讲等，增强社区居民的思想
认同、情感认同。

服务社区居民，不仅依靠
组织力量，更要引导与居民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在全社会各个领域
筑实“红色堡垒”。2022 年 5
月，安顺市对全市物业小区进
行再次摸底，以《安顺市推进
物业服务管理高质量发展十
六条工作措施》为指导，多次
下发工作提示，明确了党建引
领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联合
建、单独建的形式，帮助和引
导有条件的物业公司建立党
支部，成立市、县两级物业行
业党组织，加强物业党建联建
管理，全力点燃“红色引擎”，
激活“红色细胞”。目前，全市
共有居民小区 789个，有物业
管理的小区273个，成立党组织
的物业企业7个；成立业委会的
小区102个，成立业委会党组织
的2个。

凝聚多元化工作力量
锻造硬核主力军

“多亏了各部门的共同参

与，让社区工作从‘单打独斗’
变成了‘多方参与’，不仅凝聚
了合力、点燃了激情、消除了壁
垒，还减轻了社区干部不小的
压力和负担。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我们组织辖区40余家单位、
300余名在职党员集结，到社区
逐户排查涉疫重点人员，严格
落实‘二对一’管控，充分发挥
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镇宁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环翠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娄邦瑞说。

近年来，为打破体制、隶属
和级别的壁垒，安顺市以社区
党组织为主体，引导驻区单位、
行业和新兴领域党组织等共同
参与，建立完善党建联建工作
机制，进一步推动组织大联建；
聚焦城市社区工作所急所需和
群众所期所盼，定期组织职能
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痛难堵
点问题，推动区域内各类组织
互联互通互动，促进党建工作
整体提升。目前，全市26个街
道、159个社区全部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

“李书记上任没多久就解
决了社区的很多问题，邻里矛
盾减少了，商贩摆摊有了规划，
大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高涨，社区发展蒸蒸日上。”说
起新上任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勇，普定县波玉社区的居民张
克平竖起了大拇指。

队伍强不强，关键看头羊。
2021年以来，安顺市顺利完成
全国第十一届村（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工作，选出159个
素质好、能力强、作风优的社
区党组织书记，158 名社区党
组织书记依法选举为居民委
员会主任。

“我是2021年选举上任的
党支部书记，之前对社区工作
不太熟悉，参加业务培训后我
受益匪浅，不仅学习了工作方
法，还理顺了工作思路。接下
来，我将传承老支书、老同志的

‘金点子’，探索符合社区实情
的好路径，不折不扣抓好社区
工作。”提起几个月前参加的培
训课程，经开区安酒社区党支
部书记、主任余俊记忆犹新。

为提升社区“两委”干部的
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工作角色、理清工作思路、进入
工作状态，市委组织部、市民政
局按照市级示范培训、县（区）
兜底培训的原则，围绕基层治
理、环境保护、便民生活等课
程，分别于2022年4月、6月举
办全市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
居委会主任示范培训班和全市
新时代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示范
培训班，全覆盖培训159个城市
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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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同时，各县（区）对其余872
名社区“两委”成员进行兜底培
训，抓实做好基层党务工作者
的教育培训工作。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党建工作格局，安顺市健全
完善“双报到”服务长效机制，
持续组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党
组织到文明城市创建包保社区
报到，在职党员到部门（单位）
报到社区报到，为城市基层党
建治理注入新的力量。

“开展‘双报到’后，机关单
位在职党员主动到社区亮身
份、作承诺、作表率，社区根据
党员区域和特长，合理分配岗
位，有效地协助社区解决困难
和问题。”关岭县振兴社区党支
部书记张孝顺说。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
叶总关情。通过完善“三张清
单”，以及组织联建、信息联
通、资源共享等方式，让党员
干部主动到社区亮明身份、认
领岗位，组团式开展志愿服务
和公益活动，对照清单、整合
资源、项目化推进，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问题，共同营造社区
治理良好氛围。目前，全市共
有 890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19769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
报到服务。

构建智慧型长效抓手
激活治理新动能

组织生活线上通知，党建
政策一键了解，社区情况一览
无余……智慧社区的打造，给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带来新气
象，社区党建工作由“单向付
出”变成“双向发力”。

“打造智慧社区让我们的
工作更加便捷。我们利用智能
化手段分析居民需求，便于明
确今后的服务导向，这是社区
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机遇和变
革。”西秀区建新社区党支部书
记陈应娴说。

2022年以来，安顺市充分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依托社区数字化
平台和线下社区服务机构，整
合现有党的建设、综合治理、社
区治理、数字城管等各系统信
息资源，通过“党建+大数据+城
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在全市16
个智慧社区和智慧小区进行试
点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城
市社区治理服务智慧化、智能
化水平。目前，16个示范社区
（小区）已搭建指挥平台、线上
推广APP或小程序，具备智慧
充电桩、人脸识别、物业缴费、
疫情防控等功能，初步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有了智慧社区，我们的生
产生活十分便利，在手机上点
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办成许多
事，真是太方便了。”刚在社区
智慧平台上办成事的经开区
青松社区居民马雪亚难掩脸
上笑意。

为实现高效办事、多向交
流，安顺市搭建智慧社区平台，
整合服务流程、优化服务应用、
精简服务材料、引领服务创新
等措施，推行“指尖计划”“一网
通办”“减证便民”等多项政务
服务事项，把服务由线下“5×8
小时”变成线上“7×24小时”的
全天候服务，聚力解决群众关
心关切的问题，努力满足社区
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社区居
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
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同
时，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精准
指导，推动社区基层党组织从

“做没做”“有没有”向“好不好”
“优不优”转变。

安顺市依托社区活动场
所，加强党群服务站点建设，在
每个社区设立便民服务大厅，
合理设置党建、就业、民政、社
保等服务窗口，目前已在 159
个社区建立党群服务中心；按
照“15 分钟服务圈”要求合理
布局党群服务站点，实行“一站
式服务”“一门式办理”，做到居
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着力把
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民、便
民、安民的温馨家园，目前已在
全市 47 个居民小区建立党群
服务站点。

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
定制专属智能化模式。如西秀
区新太社区聚合社区周边商
超、物业、维修、家政、餐饮、零
售等生活性服务业资源，链接
社区周边86家企业和商户，搭
建起居民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平坝区杨柳湾社区将社区党组
织、“两委”干部纳入平台管理，
社区党务信息通过平台进行线
上公示，让党员群众“一网了
然”、随时监督；紫云苗族布依
族自治县搭建社交群、微信公
众号和智慧社区等平台，创新
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
员接单”的“三单”服务模式，着
力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基
层治理难题，全面提升党建引
领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搭建重点式帮联载体
完善稳定固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是
城市基层党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同康社区作为全市最大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其治
理成效映射着城市基层党建的
工作成果。

近年来，安顺市紧盯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这一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严格
落实县（区）党政领导干部联系
包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工作
要求，明确全市1个1万人以上
的搬迁安置区由县（区）党政主
要领导包联，76个 1万人以下
搬迁安置区由69名县（区）党政
班子成员包保，着力担起“第一
责任”；持续向18个安置社区选
派18名第一书记、36名驻村干
部，强化安置社区工作力量，对
剩余59个“散花式”安置点实现
驻村工作队覆盖，着力让安置
社区迎头赶上；以搬迁居民“搬
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

为导向，持续建强搬迁社区的
组织体系，充实工作力量，在包
保责任落实、网格精细化管理、
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扩大就业
增收渠道、强化感恩教育、引导
移风易俗等方面发力，逐步提
升搬迁社区治理水平。同时，
各级干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进一步增强搬迁居民的情感认
同、思想认同，持续引导搬迁居
民适应“新市民”身份。

让搬迁居民“稳得住”，最关
键的是稳定就业。近年来，安顺
市继续加大各类就业扶贫基地
和就业扶贫车间创建力度，持续
开发就业岗位，在易地搬迁安置
点创建就业扶贫基地家、就业扶
贫车间等，不断拓宽易地搬迁劳
动力就近就业渠道，努力让易地
搬迁劳动力在“家门口”就地就
近致富。通过开展“就业援助
月”“春风行动”等系列线下招聘
活动和“直播带岗”、短信推送、
网络宣传等线上岗位推送活动，
为搬迁居民搭建供需平台，将市
内优质就业岗位“面对面”“一对

一”推荐给易地搬迁劳动力。以
东西部扶贫协作为载体，依托驻
外劳务协作服务站、招商引资平
台等，帮助务工人员购买车票、
提供“点对点”输送、协调企业接
送，及时将务工人员快捷输送到
工作岗位，实现劳动力搬迁家庭
一户一人以上稳定就业目标。
结合企业就业工种需求和易地
搬迁劳动力就业意愿和务工地
点安排等，持续加大“订单式”

“定向式”培训力度，通过“集中
培训讲理论、分类指导练实操”
的方式，为易地搬迁劳动力靶向

“充电”。
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城市社

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党在
城市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安顺市紧扣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将党建触角延伸到
基层、聚力到社区，全力抓好重
点、补齐短板，做好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不断以新成效、新成果
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图片由安顺市
委组织部提供）

近年来，贵州省安顺市围绕居民群众所急所盼所需，聚焦城市基层治理中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为核心，以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区管理体系、打造智慧社
区、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党建工作等为重点，扎实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
实，持续推进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安顺市举行“赞颂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活动。

彩虹社区

是安顺市西秀

区最大的易地

扶 贫 搬 迁 点 。

为了让搬迁群

众“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社区党组织多

措并举，为搬迁

群众创造了良

好的工作、生活

条件，全力打造

易地搬迁群众

幸 福 生 活 社

区。 戢良珍摄

安顺文庙举行蒙童开笔仪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冯碧凤摄

安顺市党员志愿者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星火之光点亮城市空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