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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重庆市江津区：：

实施实施““六项行动六项行动””赋能基层治理赋能基层治理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近年来，重庆市江津区委
成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完善
党建统领基层治理联席会议机
制。全区30个镇街均建立平
安建设领导小组，并配备政法
委员，一体化推进基层治理和
平安法治建设。

2022年以来，江津区突出
基层民主协商自治基础，前移
矛盾纠纷调解关口，实施党建
引领大协商、网格治理大整合、
矛盾纠纷大调解、社会组织大
协同、智慧平台大支撑、治理典
型大培育“六项行动”，形成纵
向到网格、横向到党员群众参
与的全链条治理服务体系，党
建统领基层治理成效得到显著
提升。

党建引领大协商
小区“共事”商量办

“自2022年8月启动停车
收费以来，小区公共收益从0
元增加至11万元，解决路灯电
费、路面维修等问题18件。”近
日，在业主大会上，江津区鼎山
街道长风社区书记、长风厂家
属区托管物业负责人任家维谈
道。但不久前，这个远近闻名
的“城中村”还因为车辆乱停乱
放、路灯失修等问题业主间矛
盾纠纷不断。

转机出现在 2022 年 2 月
底。在街道开展的“三访三问
三提升”活动中，业主陈宇向
网格员刘业武提出，长风厂家
属区所处位置社会车辆停车
需求大，可以通过收费来规范
停车秩序，所得收益也可用于
维护基础设施。这个提议得到

了一部分业主支持，但反对意
见也不少。业主周向群就表
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有交
过费，即便收费也只能针对外
来车辆，老职工老住户不该交
停车费。

停车收不收费、哪些可以
优惠减免，属于小区“共事”，应
当由业主协商解决。街道和社
区迅速组织蹲点工作队，组织
不同意见的业主面对面协商，
先后召开15次网格邻里会、3
次社区评议会，最终以1473票
同意并通过《长风家属区公共
车位停车与收费管理制度》，目
前已划定停车位188个，业主
自觉缴费车辆195台，小区内
秩序焕然一新。

实施协商共治，领头人不
可或缺。江津区探索施行党员
干部双报到双考察双考评机
制，要求每名在职党员干部都
要到居住社区、小区党组织报
到，结对联系5至8户居民，并
建立微信群，组织群众开展共
事协商；同时，由社区党组织对
在职党员参与情况实行积分和
正负清单管理，表现情况反馈
本人及所在单位党组织，作为
党员干部评优评先、晋级晋升
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矛盾纠纷大调解
“准”官司化解在诉前

“不是什么矛盾都要打官
司才能解决”。在江津区法院
诉讼服务大厅，有一间另类的
办公室，这里没有法官，只有一
套方正的桌椅，墙上挂着“民为
本 义致和”几个大字，门口的
铭牌写着：商会驻庭调解工作
室。商事调解员庄晓峰定期都

会来这里，为民营企业调节指
导，化解纠纷。

近日，某金属制品公司李
某等5名员工将该公司起诉到
江津法院。登记立案征求双方
意见后，法庭委托商会开展调
解，商会确定调解员庄晓峰进
行调解，最终双方互谅互让，被
告公司用质保金支付5名原告
的工资，签订协议后当即安排
公司财务向李某、柏某等5人
转账支付3.2万元。“准”官司就
这样通过商事调解，被化解在
了诉前，有效解决了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据了解，江津区通过深入
推进大调解体系建设，发挥统
一战线人才资源优势，探索“法
院+商会”诉调对接模式，成立
重庆市首个商会驻庭调解室
——“福商”调解室，实现商人
纠纷商会解，确保纠纷化解在
商会、化解在企业，在推动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为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贡献了商会智
慧和力量。

另外，江津区还落实3546
名人民调解员、140名专职调
解员，构建小区调解点—社区
调解室—镇街联调联处中心—
区大调解中心“四级联调”格
局，并细化案件委派、调解指导
和司法确认，推动人民调解与
司法确认无缝衔接。

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一
季度，江津区各类矛盾纠纷调
解总量同比上升47.27%，成功
率达95.76%，人民法院受理民
商事案件同比下降9.55%，调
解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
一道防线”的作用更加凸显。

智慧平台大支撑
基层治理“耳聪目明”

近日，江津区双福街道基
层治理中心指挥平台电话铃声
响起，来电者称“时代广场星街
E馆一处商业空调运行噪音特
别大，影响周边居民夜间休
息”。中心根据事件分拨处理
机制，1分钟内将信息分拨至时
代广场片区。片区值班人员接
收指令后，5分钟内到达现场开
展先期处置。经实地查看，系
空调外机安装不当导致噪音偏
大，处置人员当场联系管理方
现场整改，问题在半天内得到
了解决。

快速精准高效的事件处置
源于智慧平台持续深入推进。
双福街道常驻人口30余万，城
市建成区28平方公里，辖区内
有5大专业市场、6所高校和
4000余家工贸企业，多跨疑难
问题处置任务重、时间紧、难度
大。街道从推动警务政务深度
融合、高效联动破题，将派出所
警务110与原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中心整合，升级迭代为基层
治理指挥中心；将全街道分为7
个片区，配备40余名专职人员
全时值守响应；划定网格129

个，设立微网格997个，推选出
楼栋（层）长997名，形成“指挥
平台+片区+网格”的事件闭环
处置模式，实现了指挥平台1
分钟内发出调度指令，5分钟内
先期处置力量达到，15分钟内
综合执法等增援力量抵达，极
大提升了“多跨疑难”问题的处
置效率。

这只是江津区智慧治理的
一个缩影。江津区积极建立并
完善“一标三实”“雪亮工程”等
大数据平台，有力解决了“看得
见”问题。该区公安局还自主
研发并投用“智慧门牌一码
通”，在城区和中心场镇安装二
维码智慧门楼牌，通过手机扫
码，就可在线上完成业务办理、
信息采集、场所管理等事项，让
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快捷高效。

通过实施“六项行动”，江
津区基层治理实现了“分级诊
疗”，最大限度把问题纠纷化
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实现
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完美结合。
据统计，该区今年一季度有效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4.63%，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27.8%，无较大及以上事故发
生，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持续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打造红色引领打造红色引领““智慧水利智慧水利””品牌品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
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以下简
称示范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以“红色多元赋能”推动破解示
范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流
域调度预判困难等问题，快速
积累实践经验，全面打造“节水
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
态良好”现代灌区。

聚焦高位推动，以组织赋
能完善管理构架。示范区坚持
把智慧水利建设作为重点工作
纳入黄灌中心党委重要议事日

程，以“党委书记把方向，分管
领导管大局，党员骨干保落实”
模式，统筹红色力量，成立水利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由党委班
子层层挂帅，4个党支部书记引
领带动广大党员提供人员和技
术支撑，牢固树立“我是党员我
先行”先锋理念，切实为智慧水
利服务打好思想引领、技术创
新、人员培训的红色基础。

发挥“党建+”作用，以数字
赋能突破技术壁垒。示范区与

“书记项目”“党建+重点工作”
项目挂钩，通过盟级重点工程孪
井滩扬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工程信息化改造，积极引进
先进技术，开发灌区信息化管理
平台，建设灌区数据库，改造闸
门测控一体化控制箱39台，更
换智能闸门启闭机13台、巴歇
尔量水堰测流设备27套，布设
固定式墒情采集点2处、一体化
气象站2套，实现灌区供水远程
控制、渠道水情实时测报、用水
量自动采集等多项功能，助推孪
井滩灌区水利现代化发展。

实施“师徒培带”，以人才
赋能打造智慧高地。示范区紧
紧抓住年轻干部、高级专业技术
人才等“关键少数”，精准实施

“师徒培带”工程，统筹科级领导
干部和工作人员轮岗交流，打破

“一次分配定终身、一个岗位干
到头”的现象；组建关键人才库，
以“实干+授课”的方式，举办灌
区节水灌溉泵房运行管理、灌区
信息化系统应用等专题培训班
3期，培训新入职年轻干部16
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11名，实
现人才互促互进，为党组织注入

“新鲜血液”把好关口。
突出“品牌建设”，以综合

赋能反哺社会民生。示范区持
续巩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成果，建立领导班子重点民

生项目清单和班子成员领办机
制，确定民生事项3件，全年一
泵站累计提水5185.8万立方米，
其中，农业灌溉用水3913.5万
立方米、工业用水877.8万立方
米、生态用水394.5万立方米，有
效保障了8.5万亩农田的灌溉用
水、园区工业供水和生态补水；
深化“志愿阿拉善”品牌效应，成
立“我是共产党员·我帮你”“我
是志愿者·我帮你”等志愿服务
队4支，积极做好防汛抗旱保灌
工作，细化、优化应急预案，抢修
恢复因强降雨损毁的水利设施
设备，全力保障农作物用水需求。

蓬勃发展的重庆市江津区。 谭文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