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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次区是河北省廊坊市的市辖区、主城区，东与天津市武清区连接，南
与霸州市为邻，西与永清县交界，北部为广阳区，距京津市中心均为60公
里，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5公里，最南部乡镇距雄安新区仅80公里，全域
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大工程辐射范围。安次，又名安墟。公元前
206年，汉高祖刘邦设置安次县，寓意为“安定和谐之地”，1989年改设安次
区。历史上，安次诞生过三朝宰相、四位尚书，是“大事不糊涂”的宋代名相
吕端的故乡。近代，安次涌现出黄诚、徐立树、林谦等一批革命先烈。

安次区位于河北省廊坊
市主城区，城区规划面积64.3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33.78万，
辖53个社区、183个小区。近
年来，随着廊坊市城市化进程
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加快聚
焦，社区治理的任务愈发繁
重。安次区主动顺应新时代
城市基层党建的新形势、新要
求，全面实施城市基层党建

“领航工程”，抓党建、抓治理、
抓服务，积极构建区域统筹、
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
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
局，为城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
了坚强组织保障。

建强五支队伍建强五支队伍
锻造社区建设锻造社区建设““排头兵排头兵””

党组织书记队伍管理精
细化。安次区实施“头雁工

程”，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书
记，19名社区工作者当选社区
党组织书记，占比达35.8%，大
专及以上学历提高21.9%，平
均年龄下降3.6岁，年龄学历
结构实现大幅优化。全面推
行社区党组织精细化星级管
理，深化落实社区党组织书记
区级备案管理制度，每季度组
织社区书记“擂台比武”，每半
年开展“纪实晾晒”，每年年底
进行党建述职，考评结果作为
任职满6年社区书记考核招聘
事业编制人员的重要依据，有
力促进了社区党组织书记争
先进位。

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
设系统化。建立“选育管用”
全链条工作体系，连续三年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435名社区
工作者，率先按“每万名城镇
常住人口不少于18人”标准

补齐了缺额人员。推进社区
工作者“素质提升工程”，两年
来，精选培训内容，累计培训
800余人次；鼓励参加职业资
格考试，28人取得社工师资
格，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全面
提升。推行绩效考核评价机
制，细化48项考核内容、23项
一票否决情形，将考核结果与
奖励惩戒、政治待遇全面挂
钩。两年来，评定优秀等次
118人，发放绩效奖42万元；
不称职1人，取消当年薪酬晋
升资格，实现“干好干坏不一
样”。坚持“三个优先”培树优
秀社区工作者31人，推荐各
级“两代表一委员”11人，203
人当选社区“两委”干部；启动

“从连续工作满5年的社区工
作者中定向招聘事业编制人
员”工作，8名优秀社区工作者
考录事业编，营造拴心留人良
好环境。

“一楼两长”队伍建设专
业化。制定专项考核管理办
法，明确激励措施，动员在职
党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选
任楼长1150人、单元长2732
人，群防群治水平大幅提升。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常态
化。持续推进“1+N”志愿悦
系列行动，四套班子领导带
头，3000余名在职党员深入
社区一线亮身份、树形象、比
作为，在疫情防控、社区治理、
创城复检等工作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信息员队伍组建多元
化。拓宽选拔视角，鼓励引导
辖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担任
社区动态信息员，参与社区治
理。以瑞景嘉园社区为试点，
建立“暖蜂”驿站，制定专属关
爱清单；实施“蜂舞”行动，明
确志愿服务事项；开通“蜂鸣”
热线，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建
立“蜂群”沙龙，完善议事协商
机制，有效推动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赋能社区治理。

点燃点燃““红色引擎红色引擎””
激活社区治理激活社区治理““动力源动力源””

健全“六位一体”治理架
构。安次区创新“红色业委

会”组建模式，组织、民政、住
建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业
主委员会中党员人数不少于
50%”“社区‘两委’干部通过
法定程序进入业主委员会”
等相关规定，从制度层面破
解了业委会组建难、管理难、
建党支部更难的现实问题。
截至目前，组建“红色业委
会”40余家。落实社区物业
党建联建“二三一”机制，以
盛德社区为试点，推动社区
和物业公司党组织成员双向
进入、交叉任职，通过完善议
事协商机制，制定物业项目
量化考核办法，实现党建与
服务深度融合。

完善区域化党建体系。
探索推行“1+1+N+X”社区

“大党委”组织架构，健全“党
建联席会、圆桌议事会、把话
筒交给群众”等议事协商机
制，社区党组织与共建单位制
定“资源＋需求”双向服务清
单，签订共驻共建责任书，推
动社区赋权增能减负，以项目
化、清单化推动“共建共治”做
细做实。截至目前，53个社区
党组织制定需求清单256项，
共驻共建单位结合自身实际
提供资源清单278项，并在摸
清居民群众需求、找准契合点
的基础上，共同协商形成项目
清单 265 项，为加强基层党
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保障
改善民生等方面提供精准高
效服务。

优化基层治理全科网格。
整合党建和政法综治、公安、
民政、城管、信访、应急管理等
重点领域职能，将53个社区
划分为319个全科网格，成立
24个党支部、295个党小组，
配备以“两委”干部、在职党
员、社区工作者、楼门长、志愿
者为班底的网格员队伍，研究
制定“全科网格”管理规范，明
确网格划分标准、人员配置、
责权清单、运行机制、党组织
设置等要素，为居民提供零距
离、精细化服务，彻底激活了
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主
动收集群众诉求800余个，为
居民解决停车位改造、环境卫
生整治、充电桩建设等难题

130余件,确保“小事不出网
格，大事不出社区”。

夯实基础保障夯实基础保障
筑牢城市党建筑牢城市党建““压舱石压舱石””

扩面提标强阵地。安次
区连续3年实施阵地“欠账清
零”工程，全区累计投入3000
余万元，新增办公用房3500
余平方米。老旧社区采用新
建、购买、租赁等“六种模式”，
阵地面积全部达到500平方
米以上，1000平方米以上的
综 合 性 示 范 社 区 达 到
26.4%。以全市最美党群服务
中心为标杆,在拓展社区服务
功能上下功夫、做文章,新建
社区食堂、远教广场、党群会
客厅和金融服务点等一批便
民利民设施,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

多元投入强保障。区委
始终把经费保障作为推进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中之
重，将社区服务群众经费、
办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
算，逐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
主、党费补充、驻区单位互
帮共济的城市基层党建经费
保障体系，每年列支城市党
建专项经费3500余万元，每
个社区年均投入 30 万元用
于党组织、服务平台、基础
设施等方面建设，并呈现逐
年递增的态势，有效解决社
区“无钱办事”难题。为保
证专款专用，制定出台《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对经费使用实
行项目化管理、民主化运
作 ，严 格 落 实“ 收 支 两 条
线”，定期公开账务，接受群
众监督。

“一居一品”树品牌。坚
持“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
品牌”，深化“百里环线党建
示范区”创建工程，打造了盛
德、瑞河兰乔、亿合等18个党
建示范社区，形成了小网格推
动大治理、金字塔管理模式、
五心服务体系等一批经验成
果，示范引领作用凸显。（（图图
片由廊坊市安次区委组织部片由廊坊市安次区委组织部
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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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党建领航筑根基党建领航筑根基 红色赋能强治理红色赋能强治理

廊坊市安次区城市一角。

廊坊市安次区社区“大党委”开展暖心行动，组织清扫城市
道路。

廊坊市安次区开展社区工作者入职培训，全面提升社区工
作者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