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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太原市：：
持续擦亮持续擦亮““邻里邻里‘‘并并’’行行””小区党建品牌小区党建品牌

■■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

太原市城区景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近年来，山西省太原
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城
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部署要求，
紧紧抓住居民小区这一城市治理基本
单元和社区治理的最前沿阵地，确定

“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多元共治”总体
思路，坚持试点先行探索、示范点引领
带动，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小区党建工
作，持续擦亮“邻里‘并’行”小区党建品
牌，切实将党的组织根系延伸到小区、
楼栋、单元，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格局，形成党建引领小区治
理“太原经验”。

分类施策延展党的组织根系分类施策延展党的组织根系
推行推行““支部建在小区上支部建在小区上””

针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
城市基层组织体系向一线延伸不够、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不高等问
题，太原市将小区作为突破口，大力传
承“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把支部建
在小区上，实现党的领导直通基层。

全面摸排小区，分类组建党组织。
基于小区类型繁多、情况复杂的现实情
况，太原市坚持先易后难、分类推进，将
全市5743个小区精准划分为4类，确定
中心城区、配套较为完善的居住型小区
1617个，城中村和拆迁户聚集的过渡型
小区310个，基础设施较为陈旧、物业服
务不到位的老旧型小区2912个，国有企
业移交、完成三供一业改造的单位型小
区 904个。下发工作提示，指导各县
（市、区）根据不同类型小区的资源禀
赋、人员构成、突出问题、主要需求等内
容，制定针对性工作措施，分类搭建组
织架构。

规范小区网格，构建三级组织体
系。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升格成立
社区党委，规范实际情况下小区和网格
范围交叠的“3种情形”：针对小区大、网
格小的，建立小区党总支（党支部）、网
格党支部（党小组）；针对网格大、小区
小的，建立网格党总支（党支部）、小区
党支部（党小组）；网格小区规模相当，
成立小区（网格）党支部。因地制宜设

立楼栋（单元）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对
无明确界限的老旧小区和规模适中的
小区，尽可能把小区、网格管理区域“拉
平对齐”。目前，全市成立小区党组织
1867个、楼栋党小组4480个，划细划小
微网格3.7万个，构建起“社区党委（党
总支）—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单
元）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

结合县区实际，明确党组织职责定
位。明确小区党组织在社区党组织领
导下开展工作，主要发挥政治引领、统
筹协调、民主自治、为民服务等作用，定
期对小区重大事项进行研究讨论、作出
决议。针对不同小区类型和居民需求，
明确具体职责任务，厘清小区、网格、楼
栋党组织等各类组织的职责边界。迎
泽区作为小区党建工作试点区，先行探
索，制定小区（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
组等6个职责清单，明确小区（网格）党
支部5项职责，规定物业企业5类重大
事项由小区（网格）党支部牵头与相关
利益方共同议定。

多维度充实工作力量多维度充实工作力量
实现实现““力量下沉到小区力量下沉到小区””

为推动小区党组织运行起来，太原
市积极培育小区“红色力量”，将小区党
组织书记、党员作为主要发力点，统筹
整合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队伍力量，
切实将工作力量充实到小区治理中。

选优配强小区党组织“领头雁”。
太原市紧盯小区党组织书记这个关键群
体，坚持以机关事业单位二线或离退休
干部、退役军人、社工和网格员中的党员

“三种渠道”为标准选好“领头雁”，统筹
考虑威望、年龄、时间、精力等因素，选优
配强1867个小区党组织书记。太钢职
工及家属生活区利用自身单位型小区优
势，通过从太钢老龄委中“转岗一批”、离
退休老干部中“产生一批”、小区优秀党
员中“选任一批”的方式，为49个小区党
支部选优配齐党支部书记。迎泽区驻地
单位日化院退休党员张健生担任小区党
支部书记后，充分发挥其人头熟、威望高
的优势，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一呼百
应”，治理效能得到极大增强。同时，太
原市坚持把好小区党组织委员人选关，

着重在物业、业委会（物管会）、网格员
“三类人员”中的党员里产生。

用好用活小区党员“先锋队”。采
取流入流出“双摸排”、线上线下“全摸
排”、定期滚动摸排等方式，按照直管党
员、流动党员、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4项
分类，“一类一档”全面精准建立台账。
目前全市小区内摸排在册党员18万余
人，全部编入楼栋党小组，同步建立党员
微信群。深化在职党员报到，及时总结
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将全市12.3万余名
机关企事业单位到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
纳入小区治理重要力量。用好全市13.2
万名离退休党员，搭建“传帮带”平台，晋
源区义井街道一巷社区创办“60工作
室”，引导退休社区书记、企业退休职工
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余热。

建优建强网格员“主力军”。太原
市坚持在网格员队伍中为小区居民择
优配备“勤务员”，建强“专兼辅”三支网
格员队伍。全市配备5208人的专职网
格员队伍，从企退党员、居民党员、物业
人员、志愿者中招募3万多人担任辅助
网格员。杏花岭区率先从退出社区“两
委”的老干部中选聘57人担任兼职网格
员，一人负责一个微网格，实现“有人、
有位、有为”。同时，太原市积极探索

“两转三优先”，打通专兼职网格员和社
工“辅转专、专转社、优秀社工优先选进

‘两委’、优秀党组织书记优先解决事业
编、特别优秀的优先进乡街班子”职业
发展通道，进一步激活队伍活力。

多措并举保障实体化运行多措并举保障实体化运行
推动推动““资源集聚在小区资源集聚在小区””

在保障工作力量的基础上，太原市
将“有地议事”“有钱办事”作为保障小
区党组织实体化运行的重要举措，用活
各类现有阵地，拓宽经费保障渠道，为
小区党组织有效运行夯实基础保障。

多种方式把阵地建起来。太原市
通过“新建一批、共享一批、改造一批”，
因地制宜统筹物业用房、开发商配套建
设、协调驻地单位、整合闲置资源，在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基础上，
2022年建设2340个小区（网格）微站，
初步形成“街道—社区—小区（网格）”

三级党群服务中心体系。目前，全市
1217个试点小区已全部完成活动阵地
建设，平均面积36.1平方米，以县、区为
单位统一门牌标识，实现制度公约上
墙。杏花岭区涧河街道结合“千站万
人”强治理行动，通过社区自有用房改
造、驻地单位无偿提供等方式，布局79
个网格党群服务微站，实现了“1个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X个网格党群服务微
站”的小区党建阵地全覆盖。晋源区湖
滨文锦苑小区以“高标准、重实用”的原
则打造党群服务站，内设暖蜂驿站服务
区、幸福微讲堂、幸福圆桌会、红色邻里
帮等平台。

多种渠道把经费投进去。太原市
根据不同县、区实际情况，积极推动落
实小区优惠政策和惠民资金，及时发放
小区党组织和小区党组织书记经费及补
贴保障，同时实行离退休党员党费返还，
列入小区党建经费，确保小区党组织“门
常开、人常在、事常办”。小店区财政为
每个小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提供10万元
资金支持，每年为每个小区保障6000元
党建工作经费，为小区党组织书记每月
发放500元工作补贴，同时列支党建引
领小区治理项目专项资金500万元，用
于小区治理项目和党建工作经费奖励扶
持。迎泽区财政每年对每个小区（网格）
党支部补助5000元工作经费，对支委和
党小组长补助500元通讯补贴。

多方联动凝聚共治合力多方联动凝聚共治合力
实现实现““治理精准到小区治理精准到小区””

太原市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
思路，以小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物业为
抓手，推动驻地内各单位互联互动，充
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积极性，形成
自治共治互促互进的基层治理模式。

深化物业党建联建。第一步是推
动物业服务全覆盖，通过“红色物业”帮
建、驻地单位协建、财政补贴过渡、社区
组织自治“四个一批”着力解决老旧小
区无物业难题，从小店区开始试行，逐
步推到10县、区，目前全市物业服务覆
盖率达到95%。第二步是强化党建引
领物业服务，通过“三建一派”（单独组
建、行业联建、区域共建和选派党建指
导员）推动496个物业企业组建党组织，
推动物业管理监督权、服务质量评价
权、资金使用审核权“三权”下沉街乡，
确保物业企业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开展工作，更好维护居民权益。第三步
是深化联建共治，全面推行社区、小区
和物业三方“交叉任职”，238名社区“两
委”成员兼任业委会（物管会）委员，315
名业委会、物业党员负责人担任社区兼
职委员，凝聚共建共治合力。

（下转B2、B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