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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串连共治解难题串连共治解难题 老旧小区谱新篇老旧小区谱新篇

■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近年来，四川省乐山市市中
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失管失
修失养老旧小区为突破口，坚持
问题导向和发展所需，以“全科
网格”改革、老旧小区改造、“我
为群众办实事”专项行动为三大
抓手，整合各类资源，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组面成体，持续解决
基层治理不到位、配套设施不完
善、社会服务不健全等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串格连网”
破解治理难问题

治理体系固化、沟通协调匮
乏、矛盾化解滞后一直是老旧
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市中
区坚持党建引领和多元共治相
结合，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网格
管理机制，激活老旧小区治理

“神经末梢”，促进矛盾纠纷“前
端化解”。

搭建联动体系，推进治理体
系现代化。开展党建引领“全科
网格”改革，按照物业小区3000
人左右、老旧小区1500人左右
标准，将49个城市社区科学划
分为345个“全科网格”，全覆盖
设立 311 个网格党组织，建立

“区委—街道党工委（相关镇党
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
小区（楼栋）党小组”的五级党建
引领老旧小区治理体系。

凝聚党群力量，推进治理能
力现代化。全面深化“社区吹

哨、部门报到”制度、“社区办公
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推动市、
区两级169个部门、4472名党员
干部下沉49个社区，解决社区
基础设施损坏等问题 2300 余
个。探索建立老旧小区“网格党
组织+自管委+居民代表”议事
协商机制，通过党支部引领多方
参与，形成共商共治共享治理新
格局。

通江街道在深入开展“社区
办公日”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中不
断完善举措，创新打造“连心桥”
书记面对面、“微心愿征集箱”

“通江在线车”“柏杨放映厅”等
载体，推动社区“两委”干部每周
深入小区开展集中现场办公，通
过“事前拟定计划+宣传动员、事
中即访即办+问题销号、事后跟
踪问效+工作提升”闭环运行“三
部曲”，切实将小区治理被动“接
招”转为主动“出招”。绿心街道
将党员划分为“目标式”“设岗
式”“跟踪式”“关爱式”“送学式”
五种类型，创新开展“我家有党
员”亮身份践承诺活动，引领党
员带头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
问题，推动党群互动亲民化、实
效化。

整合部门优势，推动治理水
平现代化。通过推荐转岗和公
开招聘，“一格一员”配备专职网
格员331名，整合政法综治、民
政、城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
健康、应急管理等27个部门力
量，搭建由网格长、专职网格员、
驻格警员及物业公司、共建单
位、自治组织构成的“1+1+1+
N”网格工作队伍，通过“专职+

辅助”的合理搭配，“平时+急时”
的平顺转化，实现“大事全网联
动、小事一格解决”。

海棠街道依托“12345心连
心服务热线”、专职网格员“网格
E通”等平台收集群众诉求，发
挥“海棠花开·融e解”党建品牌
作用，聚合“司法机关+行政部
门+镇街村社+社会群团”各方
力量，构建人民法官专业指导、
人民调解员具体实施、社会群团
大力支持的现代化市域社会治
理机制，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大佛街道创新“邻
里 e 嘉”街道党建联建机制，构
建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城管、
公安、住建、市场监管及重点企
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成员单位
协同一体、共同参与的党建引领
城市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结合大
佛景区发展需求、创文巩卫工作
要求，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加装抬杆系统、引入人脸识别系
统等措施，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环
境卫生差、停车位置少、安全系
数低等问题。

“串街连巷”
破解改造难问题

改造需求不同、空间资源不
足、内生动力不够是老旧小区改
造面临的主要难点。乐山市市
中区通过党建引领老旧小区改
造，激发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改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深挖“古城
文化”“市井文化”“美食文化”等
嘉州古城历史文化，将“一楼一
栋”转变为“一街一巷”，探索老
旧小区改造发展新路径。

党旗引领，共商共建合民
意。网格党组织牵头，居委会、
业委会、小区居民和物业服务企

业共同参与，采取事前调查、事
中协调、事后反馈等方式，广泛
发动居民参与，充分尊重居民意
愿，做到小区居民“改不改”“改
什么”“怎么改”等改造环节全过
程协商，制定出群众高度认可的
改造方案，推动群众积极配合改
造工作，主动拆临拆违30余处。

乐山市市中区共有734个
城镇老旧小区，涉及2100余栋
小区楼栋、4.5万余户居民。为
进一步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升
宜居环境，2020年以来，市中区
开始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在实际操作中，改造需求和利
益诉求众口难调，如在基础设
施改造、管网改造、电梯加装等
项目中，不同楼层常常出现争
执，存在“一人反对、全盘搁置”
的困境。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的
突出问题，市中区坚持党建引
领与共商共建相结合，按照先
治后改的原则，纵向建立“社区

党委—网格（小区）党支部—楼
栋党小组”3级体系的工作协调
小组，成立49个社区环境和物
业管理委员会、225个业委会、
1220个自管委等自治组织或议
事协调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
下的自管委、业委会、小区居民
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共建机
制，结合每旬“院坝会”、月度

“民情分析会”，同步协调多个
主体、平衡多方利益、解决多类
纠纷。

统筹谋划，联片打造添内
涵。乐山古城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在对老旧小区建筑物公共区
域维修及供水、排水、供电、弱
电、道路、供气、消防等基础设施
应改尽改的基础上，突出文化旅
游特色，统筹资金50余万元，对

“龙神祠”“桂花楼”“古城墙”等
历史文化古迹进行改造和修复，
串联顺城街、九龙巷、桂花楼巷、
御史巷等32个老旧小区，增设

城市印象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古称嘉州，是一座拥

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举世闻名的乐
山大佛便坐落于此，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
交汇在大佛脚下，被诗人誉为“山是一座佛，佛
是一座山”。

乐山市市中区推进“旧改”，充分发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图为上中顺特色文化街区。

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深入开展“社区办公日”，邀请多部门共同
进小区参与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乐山市市中区建立健全“五包一”帮扶机制，发挥村（社区）党组织牵
头引领作用，统筹医务人员、“双报到”党员干部、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
等下沉力量，持续深入开展“敲门行动”，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历史典故、文人诗句等街头景
观，将“老破小”改造为特色鲜明
的“文旅+研学”旅游线路，吸引
众多居民、游客打卡拍照。

融合延伸，拓展业态激活
力。将刚性原则和大胆探索相
结合，合理布局公共停车位、公共
广告位等可收益点位，增设便民
商超、养老托幼等适宜业态，增强
老旧小区自身造血功能。在老旧
小区集中区域，投入资金1.3亿元
打造顺城街、上中顺等商业街区，
丰富餐饮、民宿、咖啡馆等休闲娱
乐业态，形成以“九龙巷—顺城
街”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街区，激发
老旧小区商业活力。

在有效化解居民利益冲突、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合民意的基
础上，市中区融入佛禅文化、历
史文化、市井文化、美食文化等
丰富的“个性化”改造特色，以历
史古迹为核心，串联邻近区域的
老旧小区、美食街区、城市商圈，
联片打造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街区。如，九龙巷、桂花楼巷、御
史巷等3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以上中顺、龙神祠、老霄顶、嘉州
文庙等历史古迹为核心，串联

“嘉瑞财富”城市商圈，东大街、
上中顺、顺城街等 3条美食街
区，吸引餐饮、民宿、咖啡馆、茶
室、书吧等100余个商家入驻，
打造出蕴含乐山传统文化的“九
龙巷—顺城街”历史文化街区。
今年“五一”期间，日均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

“串户连队”
破解服务难问题

老旧小区居民以老年人居
多，帮扶救助零散、家庭管护缺
失、志愿队伍不足是老旧小区
亟待解决的问题短板，乐山市
市中区深化党建引领“我为群
众办实事”专项行动，聚焦“一
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组建志愿
服务队伍，深化联系走访帮扶，

落实生活救助政策，办好系列民
生实事。

健全帮扶体系，“五包一”服
务出实招。出台《今冬明春深化
党建引领“我为群众办实事”专
项行动十四条措施》，建立健全

“五包一”帮扶机制，发挥村（社
区）党组织牵头引领作用，统筹
医务人员、“双报到”党员干部、
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等下沉力
量，持续深入开展“敲门行动”，
提供送医送药上门、疫苗接种上
门、代购代办上门、心理疏导上
门等服务2.5万余次。

乐山市市中区瞄准做好困
难群体帮扶救助主目标，聚焦教
育、医疗、就业等11个人民群众
最关切最受益最紧迫的热点难
点民生问题，开展“百日攻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嘉
里人关爱”党建引领“我为群众
办实事”3大专项行动，出台21
个配套方案，发动“区、镇（街）、
村（社）、组（网格）”1850名党员
干部，常态摸排登记“一老一
小”、孕妇、残疾人、重大基础疾
病患者、特殊困难对象“五类重
点人员”，全面覆盖落实“五包
一”干部定向帮扶，探索出“激活
中间、照顾两头”的帮扶思路，拓
宽中青年等“中间”群体就业创
业渠道，留住中青年就近就业，
有效提升“一老一小”等“两头”
对象照管率。同时，通过开展

“七心”为民、“医心为民”“一抹
嘉人红”等上门服务活动，用活
用实社区、机关、志愿、企业、邻
里等5类力量，全面提升对困难
群体的关心关爱水平。

组建服务队伍，积分制管理
下实功。依托“嘉州积分”小程
序，探索开展“嘉州银龄联盟”

“海棠微光”等志愿服务项目，动
员外卖送餐员、小区热心居民、
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等社会力
量，聚焦环境整治、帮扶老弱、文
体宣教等重点领域，组建专项志
愿服务队，开展政策宣传、上门

维修服务、特殊群体帮扶等志愿
服务活动百余次，服务居民群众
近万人次。

乐山市市中区探索“党建+
志愿服务”模式，构建“街道党工
委牵头指导，社区党委统筹协
调，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
者共同参与”的工作体系，以“志
愿服务积分兑换奖品”模式有效
激活群众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内生动力。整合辖区内资源
成立机关党员“双报到”志愿服
务队、“五老”志愿服务队、小哥
微光志愿服务队、“益企联盟”、

“睦邻调解队”、公益小天使等多
支志愿服务队伍。由社区统一
组织志愿者在棚户区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文明创建等工作一线
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同时主动
在“拆临拆违”中作表率，志愿者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可获
得相应积分并在积分存折登记
签章。街道统筹社区经济收入，
并征集爱心企业商家20余家，
设置志愿服务积分兑换超市17
个，常态化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美食商家代金券、高档酒店体验
等物品类及服务类积分兑换服
务。志愿者按照《志愿者积分管
理办法》到积分兑换超市使用积
分兑换奖品，志愿者既是奉献
者，又是受益人，志愿服务从传
统的“单向服务”改为“双向奔
赴”，截至目前，已有2000余名
志愿者加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中。

升级管护能力，兜牢民生保
障见实效。持续开展“幸福来敲
门”行动，组建31个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深入老旧小区，面对面
建立居民基本健康档案76万余
份。对分散供养特困、低保等困
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家庭适老化
改造，提供家庭照护床位上门服
务，启动“乐享银龄”关爱老人服
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老旧小区居
民家庭生活需求。（图片由乐山
市市中区委组织部提供）

乐山市市中区风景如画。

党建引领促共治党建引领促共治
老旧小区展新颜老旧小区展新颜

■李 德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城市社区党建
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近年来，四川省乐山市
市中区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整合各类资
源，通过深化“全科网格”改革、“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专项行动，
持续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在老旧小区治理中的引领作
用。乐山市市中区委通过开展党建引领“全科网格”改革，搭建

“区委—街道党工委（相关镇党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
小区（楼栋）党小组”的五级联动体系；整合27个部门优势力量，
创新党建联建共建机制，全面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制度，
构建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各成员单位协同一体、共同参与的党
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市中区的实践表明，在基层治
理中织密组织体系、强化党的领导、坚持党建引领，有助于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老旧小区治理效能。

推进共商共建，有效激发群众在老旧小区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乐山市市中区委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纵向建立“社区党委—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
工作协调小组，横向成立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业委
会、自管委等自治组织或议事协调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
自管委、业委会、小区居民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共建机制。全
面深化“社区办公日”“院坝会”“民情分析会”等联系服务群众
制度，打造“事前拟定计划+宣传动员、事中即访即办+问题销
号、事后跟踪问效+工作提升”群众全周期参与的闭环运行模
式，做到小区居民“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等改造环节全
过程协商，让民意充分体现在决策中。市中区委的生动实践表
明，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效能，必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基层协商民主平台，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增进群众在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民生福
祉。乐山市市中区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最关切
最受益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建立健全“五包一”帮扶机制，统筹发
动下沉力量，探索出“激活中间、照顾两头”的帮扶思路，拓宽中
青年等“中间”群体就业创业渠道，留住中青年就近就业，有效提
升“一老一小”等“两头”对象照管率。同时，将志愿服务嵌入老
旧小区治理中，统筹社区、机关、志愿、企业、邻里等方面力量，构
建“街道党工委牵头指导—社区党委统筹协调—社会组织、企事
业单位、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工作体系，多渠道多形式组建志愿
服务队，在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文明创建等工作一线开
展“组团式”志愿服务，实现民情全收集、诉求全掌握、服务全方
位。市中区的实践表明，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效能，要及时精准回
应和解决群众民生需求，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民生服务，
有效化解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