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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街道社区赋能
减负。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县
（市、区）职能部门派驻街道机
构负责人考核考察和选拔任
用的征得同意权、城市规划制
定实施中涉及街道相关内容
的参与权、涉及街道公共事务

的综合管理权、区域内事关群

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

目的建议权。持续健全基层

减负长效机制，督促落实好基

层减负各项措施，制定《街道
行政事务准入清单》《社区事
务准入实施办法》，从准入管

理、准入程序、经费保障、考核

监督等方面对街道社区准入

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全面取消

社区承担的行政执法、拆迁拆

违、安全生产、招商引资等方

面不合理事项35项，取消需

要社区出具的证明事项 86
项，清理牌匾95个，让街道社
区党组织轻装上阵，腾出更多
时间和精力抓党建、抓治理、
抓服务。

聚焦多网融合聚焦多网融合
健全网格化管理工作体系健全网格化管理工作体系

城市空间由多元主体构
成，网格化管理通过将城市空
间和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网
格，进一步厘清城市基层治理
脉络，使精细化管理服务成为
可能。酒泉市把网格化管理
作为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的破

题方向和有效载体，以健全组

织体系、网格体系、共建体系

为目标，着力构建区域统筹、

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

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格局。

建立纵向到底、上下贯通

的组织体系。把城市基层党

建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按

照高起点定位、高目标引领、
高标准推进的要求，在全市层
面纵向建立了市委抓总体规
划、全面指导，县（市、区）委抓
整体布局、具体指导，街道党

工委统筹协调、指导推进，社

区党组织具体落实、兜底管理

的四级联动组织体系，确保城

市基层党建牵引有力、运转高

效。持续加强市委统揽全局、

牵头抓总作用，市县两级全部

成立由市县党委书记任组长

的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

导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网格管

理、物业服务、新就业群体党

建等重大事项，着力破解基层

治理疑难问题。

建立横向到边、全域覆盖

的网格体系。深入推进网格

化管理，充分考虑地域面积、

居民小区、驻区单位等情况，

按照每个网格覆盖300-500

户，将全市69.94万城市人口

科学划分到788个网格，建立

起社区结“网”、街巷连“线”、

小区布“点”的全覆盖网格体
系，配备专职网格员788名，

兼职网格员2364名。推进街
道社区党建和综治、民政、城

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健

康、应急管理等各类网格多网

合一、一网统管。持续加强网

格党组织建设，将党支部建在

网格上，构建了“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

—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架

构，建立网格党支部250个、

党小组824个，配备网格党支

部书记和党小组长1074名，

切实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
社区每个角落，打通了联系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建立互联互动、共治共享

的共建体系。城市基层治理

不是街道社区的“独角戏”，而

是集聚各方力量的“共同体”。

酒泉市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

主导，通过党建联建等形式加

强共建，建立街道社区与辖区

内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工

作机制，通过基层党建联抓、

区域发展联商、先进文化联

育、服务群众联动、公共资源

联享、美好家园联创，推动城

市各领域党组织活动方式由

封闭向开放、由单边向互动发

展。持续推进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运行机制，采取

“专职委员+兼职委员”模式，
吸纳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
两新组织、物业企业负责人作
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
委”兼职委员，切实把街道社

区区域内各类组织有机联结
起来，按照“年初定约、年中履
约、年底评约”的程序开展共
建活动，通过组织联结带动资
源整合、融合发展。

聚焦聚焦““五化五化””共推共推
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
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提升基层治理
效能，就是要把服务群众作为
工作的着力点，将增进群众福
祉作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酒泉
市从基本保障标准化、服务群
众精细化、志愿服务常态化、
工作队伍专业化、组织引领区
域化五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
服务群众工作水平，让人民群
众在城市生活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使人民群众更加
自觉地热爱党、跟党走。

基本保障标准化。抓基
层强基础必须有实实在在的
保障。酒泉市聚焦街道社区
建设薄弱环节，制定出台《关
于加强和规范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累
计投入资金1.3亿元，对16个
社区党组织和85个楼院网格
党支部活动阵地进行新改扩
建，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面积达
到1000平方米以上，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面积达到每百户
30平方米以上，599个楼院网
格采取划拨、租赁、借用等方
式建立了活动阵地。坚持办
公面积最小化、服务面积最大
化，在社区、楼院设置爱心食堂
34个、便民服务驿站216个、
区域性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5
个，向居民群众提供便利化服
务。坚持社区经费优先保障、
稳步提高，社区办公及服务群
众经费年均达到12万元，最高
的达到20万元。

服务群众精细化。健全
落实社区“两委”成员和专职
工作人员制度，推行服务事项

“前台一个窗口受理，后台分
类办理”等模式，积极推行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和“群
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
单”三单服务模式，实现需求
和服务无缝对接。扎实推进
接诉即办改革，健全完善

“12345市民热线”“酒事快泉

办好”等服务平台功能，设立

群众意见箱、民情“回音壁”、

公示栏等，全方位倾听群众

诉求，解决群众疑难问题。

统筹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加

强便民服务信息网络建设。

积极设置“党群共建服务驿

站”，向居民群众提供力所能

及的便民服务，最大限度方便
居民群众。

志愿服务常态化。认真
落实“五联双报到”工作机制，
深入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服务积分管理，开展以党员联
系到户、民情走访到户、政策
落实到户、就业对接到户、精
准服务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党
群连心“五个到户”志愿服务
活动。全市805个机关企事
业单位党组织围绕宣讲党的
理论、指导基层党建、深化共
驻共建、纾解民忧民困、服务
营商环境等方面，每季度深入
联系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每年
完成2件帮办实事。全市1.8
万名在职党员围绕宣传理论
政策、开展便民服务、排查矛
盾纠纷、参与议事协商、推进
文明创建等方面，常态化深入
联系网格开展志愿服务，累计
开展义诊送医、法律援助、帮
扶救助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
次，帮办各类实事2.5万余件。

工作队伍专业化。围绕
选配有制度、待遇有保障、评
价有导向的目标，制定出台
《酒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
法》，对社区工作者工作职责、
薪酬待遇、教育培训、管理考
核和激励关怀作出明确规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5周岁以
下、大专以上学历的社区工作
者627名，建立“三岗十八级”
工资制度和市内互认的岗位
等级序列，社区工作者月平均
工资达到4083元，全部落实

“五险一金”待遇。采取市级
重点培训、县级兜底培训的方
式，每年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全
覆盖培训。积极组织社区工
作者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提升
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全市
20%的社区工作者具备初级
以上职业资格。建立从优秀
社区党组织书记和社区工作
者中招聘事业干部长效机制，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

组织引领区域化。积极
推动街道社区区域内各领域

基层党建融合发展，依托市场

监管、民政、交通、住建、邮政、

网信等行业部门成立 6个行

业党委，指导推动全市非公企

业、社会组织、道路货运、物业

服务、快递物流、互联网等行
业领域党建工作，积极引导行

业党组织和党员融入基层治

理，履行社会责任，1500名党

员参与代办代领、助老助残等

志愿服务，帮助解决居民群众

困难问题1800余件。建立领

导干部联系区域内重点企业

制度，推进专业市场、商务楼

宇、商业街区等集聚区党建工

作，使党的工作嵌入到城市最

活跃的地方，把“最活跃地带”

打造成“最坚强阵地”。健全完

善“五社联动”治理机制和基层

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

制，综合运用议事会、恳谈会

等形式，组织群众自己说事、

议事、主事，形成了城市社区

“有事务自己管理、有问题自

己解决、有矛盾自己处理”的
基层治理新格局。

▲甘肃省酒泉市在职
党员深入基层为居民群众
进行健康义诊。

◀甘肃省酒泉市阿克
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新村社
区开展“学党史·知党情·
跟党走”宣讲活动。

（（上接上接BB11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