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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聚力建设现代社区多方聚力建设现代社区 打造人民幸福美好家园打造人民幸福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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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神经末梢，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
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国国家治理
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
筑牢。”

2022年5月5日，在全省城乡社区
工作会议上，浙江提出要以党建为统
领，全面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
能，着力建设现代社区，打造人民幸福
美好家园。2022年5月13日，宁波召开
全市城乡现代社区会议，提出要对标建
设“领导有力、改革有为、服务有感、平安
有序、智治有效”的现代社区，努力打造
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服务、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人民幸福美
好家园。自会议召开以来，宁波以“八大
改革”“十二大行动”为抓手，突出问题导
向、抓好党建统领、坚持变革重塑、推动
力量下沉，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社
区样本，为宁波“打造一流城市、跻身第
一方阵”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对标对标““领导有力领导有力””
构建党建统领上下贯通新格局构建党建统领上下贯通新格局

拧紧责任链条。宁波市坚持书记
抓、抓书记，把现代社区建设与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市对区目标管理考核以及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等挂钩，建立四级党
组织书记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领办项目
制度，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彭佳
学带头动员部署、调研指导、批示督办，
带动区街社书记把抓好现代社区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推行“红绿灯”、提示单、赛
马台、大课堂、调度会、观察点、顾问团、
领衔榜等8项工作机制，整体构建“市级
抓统筹、区县负主责、街镇强执行、村社
重协同、网格作底座”的治理架构。

深化党建联建。聚焦党建统领先
富带后富、先进带后进，制定出台《宁波
市党建联建工作指引二十条》，推广龙
头带动、项目牵引、产业链接等“7+N”联
建模式，打造滕头区域“康美常青”等实
践案例647个，建立“共富工坊”508个；
推动机关下沉“双百结对”、导师帮带

“三百工程”、信贷支持“金桥计划”；承
办全省深化党建联建机制暨“共富工
坊”建设现场推进会，浙江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王成在大会上点赞宁波工作

“抓得实、有特色，大家收获很大”。
做强街社组织。围绕增强街社党组

织统合能力，深化开展“上统下分、强街
优社”改革。在镇街层面，按照“1+4+X”
架构重塑镇街机构职能，全市镇街内设
机构由1583个精简为969个，推进76%
的执法力量下沉镇街；建立基层编制周
转制度，推行镇街行政人员与事业人员
统筹使用、镇街与部门派驻机构人员编
制统筹使用。在社区层面，高标准开展

“千人大招聘、万员驻社区”行动，2022年
招聘专职社工2523名，招聘总数为上年

度的3.6倍。目前，全市每万社区常住人
口拥有专职社工19.3人。

对标对标““改革有为改革有为””
激发变革重塑迭代升级新动能激发变革重塑迭代升级新动能

以社区“五定”改革破管理之困。
宁波市聚焦破解社区分类不精细、权责
不对等、组织不严密、力量不均衡、保障
不充分等问题，推行社区“定类型编码、
定功能职责、定组织架构、定岗位员额、
定保障机制”管理体制改革，对全市
2869个城乡社区实施编码赋分，将其划
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产业型社区
三大类；同时，加快将757个城中村、城
边村、镇中村、镇边村等“四类村”纳入
城市社区管理；按照“基本功能+N项特
色功能”模式，研究制定城市社区97项、
农村社区105项的工作事项清单，清理
规范事项幅度达66.7%。

以强村强社改革破发展之难。深
入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推
行“连片流转+土地整治+农业标准
地”改革模式，流转百亩以上规模经营
土地占比56%，盘活农村闲置用房建筑
面积达46.2万平方米，吸引投资32.8亿
元。探索强村公司、“共富工坊”、飞地
抱团等多种发展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5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30万
元以下行政村“双清零”，城乡居民收
入倍差缩小至 1.69。加快推进“强社
惠民”集成改革，指导各地通过国有资
产“输血”、更新利用存量用房等方式
探索社区经济发展路径，如镇海区累
计排摸存量用地2503.1 公顷、存量用
房10万平方米，将1.68万平方米直管
公房移交街社。

以社会组织改革破力量之弱。注
重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现代社区建
设，建好用好社会组织学院和社会组织
孵化中心，全市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96
万个，数量居全省第一，平均每个城市
社区和农村社区分别拥有社区社会组
织26个、15个。持续加大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市本级财政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连续三年增长，
2022年支出达1800万元，增长20%。

对标对标““服务有感服务有感””
打造优质共享幸福美好新家园打造优质共享幸福美好新家园

推动“一老一小”兜底提标。宁波市
围绕解决老年群体“吃住护”问题，新建
标准化老年食堂152个、新增养老床位
4162张，每万名老人拥有持证护理员数、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均居全省第
一。加强对高龄独居、失能失智老年人
探访关爱工作，以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加大探访力度，基本实现月探
访率100%。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全
市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7918个，其中
普惠性托位6079个，纳入“浙有善育”系
统托育服务机构742家、托位3.3万个。

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统筹未
来社区、未来乡村和现代社区建设，建
立“一单四融五互”统筹协同机制，将未
来社区和未来乡村6大场景、12大事项
全部纳入现代社区统筹清单，建立工作
互商、政策互审等5项制度，推动目标、
政策、督考、数字4个体系融合。推进老
旧小区更新改造，一年来实施改造项目
204个，惠及居民10.1万户，12.49万台
在用电梯全部被纳入数字化管理，
24.1%已应用扫码检测功能，检测数量
居全省第一。全面提升零售药店药事
服务水平，扩面建设和评定1家四星级
和 23 家三星级民生药事服务站，超
3600家零售药店接入“浙里药店”应用。

推进人居环境补短提质。结合文
明典范城市创建，统筹推进“四类村”和
城乡接合部改造，共完成城中村改造
501 万平方米，实施梳理式改造村庄
182个，城乡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
保持100%；深入推进无物业管理住宅
小区清零攻坚行动，推进企业接管、业
主自管、社区托管等10项关键举措，全
市194个无物业管理住宅小区和45幢
无物业管理零星住宅全部清零。

对标对标““平安有序平安有序””
筑牢防微杜渐除险保安新屏障筑牢防微杜渐除险保安新屏障

抓深做实矛盾纠纷调解。宁波市积
极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建强人民调
解员、信访代办员等自治队伍，深化“包

片联户”“四必到四必访”制度，推广“开
放空间”等基层议事协商平台，落实初信
初访首问负责、即问即办、限时办结等制
度，探索形成物业纠纷、劳动争议解纷工
作指引，累计化解矛盾纠纷4.35万起，推
动99.5%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

深化推进应急体系改革。围绕提
升社区应急动员能力，积极构建社区

“网格员—应急管理员—应急领导小
组”三级工作网络，组建以党员干部、社
区工作者、网格员为主体的应急突击
队，建成微型消防站2355个；完善社区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健全社区疫情
保供机制，科学精准应对突发情况。

持续开展除险安民行动。一体推
进无案社区、无诈社区、无毒社区建设，
依托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集
中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化
解”行动，破获省挂牌督办的一批重点
涉黑涉恶案件；深入打击整治电信网络
诈骗，实现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均同比下
降、破案数同比上升，全市平安社区
（村）创建达标率达91.2%。

对标对标““智治有效智治有效””
探索多跨协同便捷高效新路径探索多跨协同便捷高效新路径

聚力攻坚网格智治。宁波市坚持
把网格打造成为最小治理单元，把微网
格打造成为最小作战单元，制定出台全
面强化网格工作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
严格落实“多网合一”要求，累计调整
（新增）网格5540个、微网格2.61万个，
平均每个网格覆盖户数由383户降至
344户；选优配强“1+3+N”网格治理团
队，累计选配1.2万余名专职网格员、
14.3万名“N”组团力量，做到“平时定岗
联系、急时快响激活”。

聚力解难超大社区。围绕融合型
大社区大单元治理解题，探索实行“四
分”工作法：分型备案，建立名录库，按
超大体量住宅型、拆迁安置型、村改社区
型、产业密集型、租住人口集聚型进行备
案；分拆调整，通过新成立社区、拆分过
大社区，完成10个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
规模调整，如前湾新区世纪城社区原有
常住人口8.7万人，已拆分成8个社区；分
级包联，落实“四个一”组团包联机制，明
确1名区级党政领导挂点联系、1名镇街
主要领导包干负责、1名第一书记驻点指
导、1个区级大部门结对共建；分类共管，
围绕破解网格过大、社工缺配等治理症
结，“一社一案”研究破解困难的对策。

聚力推进数字赋能。聚焦数字化改
革“1612”体系在城乡社区贯通落地，迭
代升级“141”基层治理体系；推广应用村
社“智管家”基层智治系统，建立以“人、
地、房、物”数据信息为基础的“智治云
图”，整合12个高频多发的基层治理“一
件事”场景应用，所有城乡社区完成“智
管家”实际应用；加大城乡社区物联感知
设备的配备力度，目前配备总量已达245
万件，新安装村社视联网点位2864个，
实现市区街社四级视屏指挥全覆盖。

宁波市城区景观俯瞰。宁波市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