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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泸县：：破解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治理难题破解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治理难题

泸州市泸县城乡接合部社区和益花园小区改造后整洁有序焕然一新。

泸州市泸县建立“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议事协调
机制。图为泸县书香美地小区召开“三方圆桌”会议，协商解决
小区治理难题。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
加快，城乡接合部基础设施薄
弱、规划管理缺失、矛盾纠纷
频繁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
治理中的短板和难点。四川
省泸州市泸县聚焦城乡接合
部新型社区治理突出问题，实
施“红邻治家”行动，以理顺治
理架构、优化服务保障、改善
治理环境、提升治理效能为重
点，着力打造“邻里一家”生活
共同体。

实施红邻建家行动实施红邻建家行动
党群同心引领治党群同心引领治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县
领导联系社区、镇领导联系小
区制度，县委书记等县领导带
头联系城乡接合部社区，带动
5名街道领导联系城乡接合部
网格。以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为牵引，修订街道“三定”规
定，梳理公布街道权力事项
117项、承担主体责任45项、
配合责任31项、赋权事项53
项，调整优化街道职能职责，
推动街道将职能重心放在抓
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上。深
入贯彻落实《四川省社区党组
织工作规则》，全覆盖制定健
全社区党组织议事决策制度、
社区讨论事务清单，从严把关
年龄、学历等要求，配齐配强
社区“两委”班子，全面实现社
区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确保
社区党组织成为城乡接合部
治理和发展的核心。开展专
题调研、专题研究，以“一社区
一方案”为全县城乡接合部社
区“量身定制”整改清单，压实
住建、民政、属地镇街的工作
责任，推动城乡接合部整治形
成合力、走深走实。

织密党建网格。以小区、
楼宇、驻区单位等为单元，在5
个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划小
划准基本网格单元17个，选

拔专职网格员17名，推选单
元长384名、楼栋长236名入
网进格，将信息收集、事务代
办、矛盾劝调等工作逐一落实
到社区网格。实施“支部建在
小区、组织覆盖楼栋、党员联
系家庭”行动，推动小区、网
格党组织应建尽建，建好楼栋
党小组，推选党员中心户，实
行“1+N”中心户帮带制度。
健全“党建+网格”治理模式，
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网格服务体系，构建“社区党
委—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
组—小区党员服务站—楼栋
党员服务岗”五级纵向指挥
链、“网格员—楼栋长—单元
长—党员—特长户”五级横向
服务链。

建强治理队伍。深化区
域党委建设，成立5个城乡接
合部社区“大党委”，全面推行

“兼职委员”席位制和“项目
式”党建，推动形成社区“大党
委”领导、驻区单位参与配合
的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合体。
推行驻区单位共驻共建“任务
认领”和党员“双报到”管理，
在社区、小区、楼宇设置党员
报到站18个，深入开展党员

“六进”活动，引导党员进楼入
户，提供燃气安全宣传、环境
卫生整治、民生需求收集、便
民事项代办等服务3000余人
次。孵化培育“俏夕阳”“玉蟾
大妈”“天行健太极兴趣团”等
热心社区事业的社团组织14
个，发动党员、乡贤、志愿者等
成立“红邻服务队”26支，通过

“逢四说事”“有事来商量”等
载体回应诉求、调解纠纷、化
解矛盾，有效地将小区居民团
结在党组织周围。

实施红邻为家行动实施红邻为家行动
资源同向统筹治资源同向统筹治

突出自治强基。成立“新

三会”等城乡接合部小区自治
小组26个，在老旧小区启动
小区公约修订，建立生活垃圾
分类、规范停车、高空抛物管
理等小区治理事务“微清单”，
将家长里短的小事通过“一张
清单”管起来。健全小区党组
织、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组
织等多方联席会议机制，搭建

“小区三方圆桌会议”等载体，
协商解决城乡接合部管理服
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48
个，处理业主和物业纠纷36
件（次）。开展“红色物业·红
管家”创建活动，社区成立环
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织开
展互助一家、平安一家、健康
一家、文明一家、和谐一家“五
个一家”活动45场（次），增强
邻里亲和力。探索选派街道
社区党员干部担任“三无院
落”、老旧小区的“第一书记”，
指导做好老旧小区居民难以
解决的问题。

强化法治保障。打造网
格化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建
立“一社区一法律顾问一法治
志愿队”，配备“网格员+法律
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开展模
拟法庭、法治知识竞赛、法治
集市、法治小剧场等活动。建
立“党建引领+法官指导+综
治参与+群众自治”工作机制，
纠纷当事人可根据纠纷类型
自主选择“社区法官”组织调
解，将线上与线下调解结合，
成功调解346起矛盾纠纷案
件。打造智慧社区云平台，建
成综合数据库、3D全景地图
和网格员管理终端，在三无小
区安装346个网络监控探头，
整合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城
市管理、治安防控等平台资
源，实现网格内“人、地、事、
物、组织”等全要素信息的常
态化管理。

注重德治引导。充分发
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
完善文明创建长效机制，统筹
抓实“文明实践双圈”，在城乡
接合部社区建立10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线上建设

“文明之光”实践平台，实现志
愿服务网、志愿者、服务对象
三方精准对接，开展“文明我
来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发
放文明倡议书1500余份。建
立红白理事会、红黑榜等“四
会一榜”工作机制，借助道德
讲堂、家风家训馆及人员密集
场所等强化营造文明风尚氛
围，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等创评活动，评选出社区
小区“最美家庭”10户、“优秀
志愿者”38名、“优秀楼栋长”
50名，以先进典型引领激发群
众参与治理热情。

实施红邻兴家行动实施红邻兴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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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小区“共享空间”。
坚持以“小空间大集聚、小载
体大服务”为理念，盘活玉蝉
国际城等3个城乡接合部小
区闲置资源，用好小区架空
层，建设“红邻·馨空间”为主
题的小区“共享空间”，按“7+
N”模式合理布局党员报到、
服务代办、法庭、阅览、社工、
助老、扶幼等标准化服务功能
及快递外卖、非遗传承、超市
食堂等个性化服务功能，为居
民提供学习交流、文化宣传、
休闲娱乐、便民利民等服务场
所，形成“有书香、有色彩、有
笑声、有触感”的折叠空间，
让邻里关系更和睦、环境更美
丽、氛围更和谐。为做好“小
区共享空间”管理维护，探索
建立“小区共享发展金”，通
过财政补贴、群团联筹等方
式，为试点小区提供一次性启
动资金，制定《小区共享发展
金管理使用办法》，面向开发
企业、驻区单位、国企、社会

组织、非公经济人士等预存活
动经费，将小区广告、停车费
等公共收益定向补充，为城乡
接合部小区治理和服务提供
稳定的经费来源。

提升老旧小区品质。坚
持“共建共享”理念，引导小区
居民主动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建立老旧小区自管委80
个、联合党支部5个，明确“菜
单式”改造内容和基本需求，
确保改造成效让小区居民得
到实惠。针对老旧小区老年
群体多的实际，推行“银发生
辉”行动，注重发挥老党员、老
干部、临退休人员等群体人
熟、地熟、威望高的特点，现场
调解矛盾纠纷、保障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实施。统筹老旧小
区改造、“15分钟服务圈”建
设，整合辖区资源和项目，全
面完成5个城乡接合部新型社
区亲民化改造和3个老旧小区
改造，新增停车位1000余个，
新增运动场地12个，配套增
设休闲桌凳600余套，不断增
强老旧小区改造治理水平。

建立“五社联动”机制。
全覆盖建成县、街道、社区三
级社会组织孵化体系，新孵化
社区社会组织23家，注重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城乡接合部
社区治理，通过项目购买、项
目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投
入资金200余万元引入益创、
龙城义工、自然土、壹家文化
等社会组织，发布17个社会
服务项目，开展就业培训、健
康体检、法律咨询、家政服务、
水电维修等便民服务，筹办趣
味运动、社区文艺演出、元宵
包汤圆、心理咨询服务等邻里
活动36场（次），选派志愿者
开展扶老爱幼、帮困助残等上
门服务，累计服务 1524 人
（次），构建“幸福邻里·书香康
桥”“与法同行·和谐清溪”

“情系祥和·追赶跨越”等示范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