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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江区是贵州省铜仁市的
主城区，常住人口45万，辖7个
街道43个城市社区。近年来，
碧江区以创建全省城市基层党
建先行先试区为抓手，以“铜心
向党·碧江有我”党建品牌为统
领，深化城市党建联席会议机
制，实现全域统筹、政策集成、
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推动街道
统起来、社区强起来、网格实起
来，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城
市基层治理格局。2022年碧
江区被列为全国青年发展型县
域试点、平安贵州建设示范县。

坚持资源整合坚持资源整合
构建协同联动的组织体系构建协同联动的组织体系

碧江区坚持党建引领，发
挥联席会议作用，区、街道、社
区三级同步发力、同频共振，构
建多方参与、领域协同、齐抓共
管的治理格局。

联席会议让基层统得起。
建立区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组织、
政法、民政、住建等31个部门
为成员单位，下设社会治理、社
区建设、物业管理等6个专项
工作组，由党委和政府分管县
级领导牵头，完善工作制度，
定期研究工作、督办任务、推
进落实。坚持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建立完善区、街道、社区
党组织三级联动机制，街道由
包保县级领导担任召集人、街
道党工委书记担任副召集人，
社区由街道包保领导担任召集
人、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副召
集人。去年以来，累计召开联
席会议164次，43名县级领导
（含四级调研员）到包保街道社
区调研指导167次，县级领导
领衔破解难题21个、督办民生
事项16件。

赋权扩能让基层管得起。
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建立街道
权责清单、赋权事项指导清单
和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推进党
的建设、社区发展、公共服务等
26项区级管理权限下放，赋予
街道党工委对职能部门派驻街
道机构的考核考评权，推动街
道从“行政末端”向“治理枢纽”

转变。梳理明确社区自治事项
和协助工作事项，制定小微权
利清单10项 30条，确保基层
治理有单可依、有章可循。探
索市区联动、政企互动、社会发
动和共建、共商、共管、共治、共
享的“三动五共”工作模式，开
展议事协商54次，变单打独斗
为合力攻坚。

“多网合一”让基层聚得
起。强化网格整合，推进社区
内党建、综治、城管、应急等各
类网格“多网合一”，实现网格、
信息、人员、机制有效融合，优
化城市社区网格197个，全覆
盖建立网格党组织。持续增强
社区工作力量，公开选聘专职
网格员100名，配备兼职网格
员1060人、联户长67562人，
组建“网格综合队”514支，常
态化参与小区治理。以大数据
平台为载体，推行智慧网格建
设，推进“雪亮工程”“天网工
程”“守望工程”深度融合，接入
社区综治中心7800余个，实现

“一屏全管”“一网全管”。推行
组织网中建、事在网中办、法治
网中宣、隐患网中排、困难网中
帮、平安网中享“六在网中”治
理模式，实行“网格联群、党员
代办”，建立“网格员议事协商
会”“小板凳议事会”等网格议
事机制，确保工作在网格落实、
民情在网格汇聚、服务在网格
彰显。

多元保障让基层接得起。
坚持把社区减负作为撬动城市
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区级联
席会议协商制定出台社区减负

“十条”措施，区、街道、社区共
同发力，为社区松绑解压。开
展减负“回头看”专项整治，减
轻社区行政性事务负担，证明
事项从平均 25 项减少为 10
项，社区挂牌、内部标识、上墙
制度等得到进一步规范。建立
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保障社区
每年运转经费5万元、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10万元，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每年为社区解决急难
愁盼经费不得少于2万元，让
基层有钱办事。完善“救急难”
工作机制，设立20个社区“一
站式”就业推荐平台，开发社区

公益岗位，做好动态就业援助，
切实帮助解决就业、就医、就
学、住房等问题，实现居民有需
求、社区有服务。

坚持多方参与坚持多方参与
创建一体高效的联动体系创建一体高效的联动体系

碧江区坚持以党建联建推
动资源整合、力量聚合，激发各
类群体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积
极性，形成党建“同心圆”、治理

“一盘棋”。
强化联建单位共建。深化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46家市
直单位、111家区直单位、128
家非公企业、36家社会组织、
13家金融机构、78家物业企业
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支持
社区治理经费450多万元，开
放共享活动阵地5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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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多名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推进区直部门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工青妇等20余
项便民服务进社区，实现社区

“一站式”办理。
强化人员力量共用。推进

街道社区兼职委员制度，吸纳
政法、公安、生态移民等党员干
部和物业公司、非公企业等
116名党员骨干担任街道、社
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建立兼职
委员每季度至少参加一次议事
会、领办一个重点项目、协助办
好社区各项民生实事“1+1+N”
工作责任清单，领办重难点项
目161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实事300余件。探索实施城市
社区指导员选派计划，选聘43
名职级干部脱产下沉城市社区
担任指导员，发挥政策法规宣
传员、组织建设指导员、社区治
理组织员、文明创建督导员、集
体经济发展员“五大员”作用。

强化新就业群体共治。实
施新就业群体覆盖质量攻坚行

动，采取单独建、联合建的方
式，组建物流快递、外卖配送、
网络主播等领域党组织13个，
打造40个新兴领域党建驿站，
聘请优秀快递员、外卖员兼任
网格助理员，引导外卖员、快递
员等群体到社区报到，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社区服务等活动。

强化文明城市共享。创建
“党建引领·书香碧江”文化品
牌，在每个社区配备图书2000
册以上，广泛开展读书日、书香
机关创建等活动，打造许韵兰
公共阅读空间，营造浓厚城市
书香氛围。制定居民公约、文
明公约，创建评选“文明社区”
10个、“美丽小区”18个。广泛
开展以“幸福邻里·和谐社区”
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居民精神
文化生活。在社区成立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站，聘请家庭教育
辅导师，开展“亲职教育”，增进
家庭幸福，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作用发挥坚持作用发挥
搭建同频共振的服务体系搭建同频共振的服务体系

碧江区坚持做好物业服
务、志愿服务、经济服务，推动
基层治理由零散发力优化为精
准服务。

做好党群服务。全力打造
“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改造19
个老旧小区、91条背街小巷，
新建改扩11条城市道路、15个
农贸市场，新增停车位 2000
个，建成沿江步道21公里、市
民休闲空间12个，有效改善了
居民生活环境，增进人民福
祉。通过划转、腾退、共享、新
建等方式，因地制宜打造“阳光
雨”莞铜党群服务中心、中南门
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建成28个
综合办公、“一站式”服务、休闲
娱乐、畅享阅读、“双阳”托管等
集成性服务为一体的党群服务
中心，实现居民有服务中心、有
活动场所、有文化家园、有社区

大舞台的“四有”目标。
做精物业服务。探索建立

共建共治委员会，推动小（片）
区治理“微平台”和物业管理深
度融合，完成联动共治小区78
个，接管无物业小区55个，破
解了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建立
收集、议事、协商、反馈、公示议
事程序，按照“一月一议、一事
一议”议事规则，采取“轮值主
席”方式，召开“红色议事厅”会
议 240 余次，共商决策事项
360 余个。创建“红色物业
365”品牌，建立物业企业信用
评价规则，推动132个小区“一
区一策”物业提升，实现小区物
业投诉办结率达98%，投诉率
同比下降20%。

做优志愿活动。以“红动
锦江·全民志愿”品牌创建为
抓手，深入开展“立足岗位作贡
献”活动，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
党员责任区，组建156支党员志
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3200
余场次。每个社区动员20%的
党员、招募小区常驻人口5%的
志愿者，按照每楼栋或单元至
少动态2名志愿者配备比例，
引导居民、物业管理人员、网约
车司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志
愿者8000余人常态化参与小
区治理。推行党员积分奖励制
度，与超市、餐馆合作建立兑换
站点34个。推行共建共治委
员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三
联动”，孵化“铜城义工”“帆锦
社工”等一批社会组织。

做强集体经济。坚持分类
施策、逐社研判，将43个社区
按四类进行巩固提升，逐一制
定发展方案、年度目标和考核
方式，深入实施“强村富民”三
年行动，发挥社区党建共建作
用，领办物业公司、家政企业等
实体23家，接管低效物业、老
旧小区、农贸市场、夜市摊点等
场所17个，破解12个社区集
体经济空壳问题。

碧江区碧江区：：
推动街道统起来推动街道统起来、、社区强起来社区强起来、、网格实起来网格实起来

铜仁市碧江区锦江街道集体经济公司贵州裕锦利民服务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铜仁市碧江区城市社区指导员向社区居民宣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