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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
治理，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锚
定“争当基层治理先行区”的
目标，坚持“聚焦、裂变、创新、
升级、品牌”工作思路，健全党
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
基层治理资源与力量下沉，初
步实现“五升五降”（居民幸福
感、组织建设、社会参与面、党
群关系、治理能力上升，治理
成本、陈规陋习、关键数据、基
层负担、经济活动成本下降），
基层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坚持党建引领
筑牢组织新堡垒

荷塘区把党的领导贯穿
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持续
扩大党组织有效覆盖，构筑基
层治理“桥头堡”。

加强组织建设。坚持治
理单元最小化，传承“支部建
在连上”传统，推进党建进小
区、进楼栋、进家庭，筑牢“区
—镇街—社区—小区—楼栋”
五级党组织链条，选优配强小
区党支部书记259人、支部委
员500余人，实现244个居民
小区党支部全覆盖。比如，御
景龙湾小区党支部通过四方
议事，将小区闲置用地改造成
停车坪，既解决了停车难题，
又带来了每年10万元的公共

收益。
加强阵地建设。通过“三

供一业”移交、老旧小区改造、
居民自愿捐献等方式，建成小
区党群服务站162个，稳步推
进“五堂”功能场所建设，形成

“15分钟公共服务圈”“5分钟
党群服务圈”。

加强队伍建设。按照自
愿报名、单位推荐、组织选派
相结合的方式组建驻小区工
作队，选派147名科级及以上
干部任小区第一书记（队长），
以及 148 名区直机关干部、
130名政法干警、136名城管
队员、135名街道干部驻小区，
助力小区党建。

重塑机制体制
释放治理新效能

荷塘区以问题为导向，创
新机制体制，全面赋能、放权、
服务基层。

管理扁平化，变“层层管”
为“一线治”。建立“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部门
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力量、资
源、服务精准下沉至群众身
边；建立小区“四方议事协商”
机制、“区—镇街—社区—小
区”四级矛盾调处流转机制，
打破“二传手”“中转站”隐性
环节，实现服务窗口前移。

流程标准化，变“无序管”
为“有序治”。出台基层减负
赋能“三个清单”实施细则、
区直部门服务基层治理事项
统筹管理办法，进一步厘清
部门、镇街职能边界，科学精
准配置治理资源；指导制定
《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
制度，推动自治事项清单化、
流程标准化，实现1+1＞2的
效果。

要素再组织化，变“碎片
化”为“一体化”。摸清群众服
务“需求清单”和89家职能部
门“资源清单”，推动群众需求
与部门资源精准高效对接。
比如，整合35个行业部门资
源，建立“1+N”大调解工作机
制，让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

突出多元共治
构建治理新格局

荷塘区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构建“小区党支部+业委
会+物业+志愿者+社会组织+
楼栋长+驻小区工作队”的“1+
6”组织体系，共绘基层治理

“同心圆”。
突出群众自治。开展“我

选楼栋长”活动，从党员、退休
干部、志愿者、热心居民中公
开推选出楼栋长3800余名、

居民代表5550名、小区网格
员257名。比如，六〇一社区
红卫村的居民成为楼栋长后，
主动带领危房住户群体找到
了自拆自建的解决方案，充分
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
引导10个小区新成立业委会、
12个小区新成立物管会、98
个无物业小区成立自治委员
会，修订完善居民公约，实现

“小区事小区治”。例如，业委
会（自治委员会）通过主动联
系“牛皮癣”张贴人，设置“粘
贴专栏”，变“堵”为“疏”，实现
从“治癣”到“无癣”的跨越。

突出社会参与。重构“区
—镇街—社区”三级社工站工
作体系，以社工服务网络建设
推进“五社联动”，组建社区社
会组织108个，吸附专业社工
41名，助推社区治理的专业化、
精细化。搭建“线上+线下”志
愿服务管理平台，建立志愿服
务礼遇褒扬机制、积分管理办
法，发展培育志愿者队伍227
支、1.2万余人，广泛参与创文
创卫、城乡帮困等工作。

突出部门协同。按照“一
部门一主题”思路，强化政策、
资源和力量配备，区妇联、团
委、残联等部门分别打造“她
空间”、“团团心灵驿站”、自闭
症儿童“彩虹伞”等项目，获上
级推介、群众点赞。

聚焦民生需求
顺应群众新期盼

荷塘区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深入开展“作风建设
年”活动，推动服务提档升级，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因地制宜实施“微项目”。
深化“大走访”活动，梳理出小
区物业、信访纠纷、社会力量参
与治理等9类重点问题，包装
策划实施“老书记工作室”等34
个治理微项目，通过筹资筹劳
筹服务撬动各类资源，精准帮
扶重点人群5000余人，受益群
众达1.5万余人。

提档升级民生行动。打
造家门口就业体系，形成“10+
3”就业服务圈；实施物业提升
工程，开展物管小区综合执法
整治行动；提质升级城乡帮困
体系，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标
准、方式，推动实现更高水平

“民生七有”。
强化智慧治理支撑。迭

代升级“我的荷塘”APP，丰富
完善政务、教育、就业等七个
服务模块，设立产业优管家特
色专区，开设资产超市、荷塘
志愿等热门专区，实现491项
业务网上办理、50项业务全程
网办，60个服务事项异地可
办、跨省通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的重要部署，不断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水平，黑龙江省鸡
西市虎林市积极探索党建引
领网格化管理的有效路径，着
力配齐人员力量、创新工作载
体、解决民生问题，切实用党
建红色网兜起民生万千事，群
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充实力量
网格有人办成事

针对基层力量薄弱、工作
任务繁重问题，虎林市组织党
员下沉网格，引导居民参与治
理，确保群众遇事有人办、说
话有人听、困难有人管。

市级领导包网格。坚持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建立市级领
导走格遍访机制，25名处级干
部“下抓两级”联格包户，带头
遍访全市85个村和5个社区，
重点关注困难家庭、孤寡老人、
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

体，帮助解决医疗、就业、生活
补贴等方面问题460余个。

机关干部入网格。在配齐
专职网格员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党员“双报到”机制作用，按
照市直部门选派50％以上干
部、乡镇（街道）选派20％以上
干部要求，坚持就近居住原则，
1940名机关党员干部入网进
格担任兼职网格员，常态化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累
计为群众办实事1100余件。

多方力量进网格。主动
适应农垦改革新形势新要求，
以宝东镇、东诚镇和庆丰农场
为试点，创建“虎庆荒缘”党建
联盟，通过组织建设共抓、党
建载体共建、网格队伍共享、
民生服务共办，打造区域特色
网格，形成了垦地融合发展、
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同时，全
面整合党建、综治、环保、应
急、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10
个部门力量，选派16支、128
名专业网格员下沉全市390个
基层网格，以队伍之壮实现网

格覆盖之全，以职能之合促进
网格要素之全。

创新载体
网格服务提质效

虎林市立足重点区域需
求和实际，拓展服务半径，创
新服务载体，强化激励措施，
不断提高网格服务质量。

设置专属网格。聚焦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诚意
商圈、虎林经开区组建2个专
属网格，建立商户、企业主动
参与、共同议事的治理机制，
及时收集、反馈、解决制约发
展的难点堵点，帮助11家商
户、4家企业协调解决税费减
免、土地使用、证件办理等问
题23个，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贡献网格“微力量”。

建立服务积分。探索建
立小区业委会成员和小区业
主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机制，鼓
励业委会成员和业主主动参
与社区治理、为民服务，社区

定期统计为民服务情况，累计
积分兑换礼品170余份，激发
了居民自治主动性，真正让社
区居民“当家作主”，构建网格

“微自治”的工作格局。
创建红色榜单。研究制

定《虎林市“红旗专职网格员”
考核细则》《虎林市网格服务
红旗单位考核细则》，采取群
众测评、网格员互评、社区党
组织考评方式，每月评一次

“红旗专职网格员”，每季度评
一次“红旗单位”，激励网格
员、驻区单位积极履职尽责，
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

多点发力
网罗问题解民忧

面对群众多元化诉求，虎
林市坚持以提升网格治理能力
为抓手，吸纳新就业群体，采用
信息化手段，建立跟踪回访机
制，一揽子解决民生难题。

派出“流动探头”。组织市
监局、中心街道等部门，在全市

范围内优选一批服务意识强、
群众评价高的快递小哥和外卖
骑手，组建“虎林红色骑手”先
锋队，让他们在走街串巷中查
找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插上“信息翅膀”。针对
群众诉求收集、解决、回应等
环节衔接不紧密，回访、问效、
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运用
线上软件“在线共享”同步共
享功能，建立信息收集、问题
发现、任务分办、协同处置、结
果反馈工作机制，12个网格协
调指挥中心实时掌握网格事
项办理情况，形成了高效顺畅
的网格指挥体系。

开展跟踪回访。采取电
话询问、上门访问、调查问卷
等形式回访群众，跟踪群众诉
求办理情况，看问题是否解决
调处、解决措施是否落实到
位、居民是否理解信服，全面
了解群众对所反映问题、诉求
办理成效和解决结果的满意
度，真正实现受理零推诿、事
项零积压、质量零缺陷。

■中共株洲市荷塘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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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虎林市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