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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面对社区居民结构复杂、诉
求多元的现状，山东省临沂市临
沭县深入贯彻“红网工程”精神
要求，坚持系统求解，通过优化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体制、建强社
区先锋队伍、提高诉求办理质
效、丰富社区服务供给，不断提
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形成了以
党建促善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的良好局面。

优化体制机制
搭建“主框架”

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面广量
大，头绪繁杂。临沭县着力完善
顶层设计，搭好城市基层治理的

“四梁八柱”，建立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推动专班化运行。在全市
率先成立并实体化运行党建引
领城市基层治理办公室，由县委
书记、县长任双组长，下设社区
党建、网格治理、“红色物业”等 5
个工作专班，由分管县领导担任
各专班组长，分线推进、齐抓共
管，从组织、民政、住建等相关部
门抽调 6 名业务骨干集中办公，
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
理各项日常工作。

坚持片区化管理。着力完
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将
全县 43 个城市社区划片集中管
理 ，成 立 5 个 城 市 社 区 片 区 党
委，优选 5 名城市工作经验丰富
的街道班子成员担任片区党委
书记，配强 30 余名业务骨干，专
职负责城市社区日常工作，在不
改变现有隶属关系和职能边界
的情况下，跳出条线视野，加强
条块协同，将问题解决变得直接
化、扁平化、高效化。

实施精准化考核。将党建
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作为差
异化考核指标，纳入党（工）委书
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考核，单台比
擂、专道赛马，压紧压实街道党
工委主体责任，层层传达压力；
同时，简化城市社区考核办法，
聚焦热线工单办理、民生事业等
重点工作，优化考核占比，提高
考核的精准性和干部工作的积
极性。

压紧压实责任
抓牢“关键人”

抓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本质
上是抓“人”的工作，临沭县紧盯
城市基层治理关键环节的关键
人员，着力抓好社区干部、党员、
业委会成员等三支队伍，压实治
理服务主体责任。

育强社区“领头雁”。选优
配强社区干部，建强城市基层治
理中坚力量。聚焦“选优”，由街
道党工委牵头，组织候选人公开
竞职演讲，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

生 397 名社区干部，选出居民信
任的“当家人”，为社区治理打下
坚实的群众基础。持续“管严”，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原则，出台

《全县城市社区干部规范运行管
理办法》，从选育管用等 8 个方
面进行规范，明确 12 种扣罚报
酬、10 种停职免职负面情形，每
年对社区干部进行 1 次政治体
检 ，先 后 清 理 负 面 清 单 人 员 4
人，提高了社区干部队伍纯洁
性。做到“用好”，坚持“书记抓、
抓书记”，开展社区干部“提能增
效”行动，优化培训制度，破解社
区干部工作规划性不足、危机感
不强、业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先
后组织外出学习 13 次、组建“新
老书记搭档帮带”20 余对，社区
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提升。

用好服务“先锋队”。充分
发挥在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推动其深度融入社区、助力服
务。创新“双评价”机制，选派
2266 名在职党员担任楼栋长、
19 名 领 导 干 部 担 任“ 红 领 书
记”，明确规定在职党员要立足
自身职责和专业特长，通过办
理群众诉求、链接单位资源等
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每年至少
参与 5 次，对连续 2 次不参与社
区服务的进行谈话提醒，连续 3
次的进行通报批评，在职党员
服 务 社 区 情 况 与 个 人 年 终 考
核、评先树优相挂钩。同时，将
服务社区情况纳入党委（党组）
书 记 抓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考 核 内
容，引导在职党员下沉社区、服
务群众。例如，翡翠星城在更
换物业期间，社区 21 名在职党
员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联合
走访业主 600 余人，搜集意见建
议 2000 余条，协助召开 4 次业
主大会，历时 1 个月依法解聘物
业公司，同时成立党员志愿服
务队 2 支，承担起物业交接期间

卫生打扫、垃圾清运等工作，以
党员带着群众干保障了社区过
渡时期的正常运转。

培优群众“代言人”。以业
委会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激发
小区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改
选、调整小区业委会，督促业委
会规范履职，发挥作用。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服
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6 条
业委会成员任职资格条件，引
导社区“两委”干部和党员通过
法定程序参选业委会，推动业
委会成员中党员占比达到 60％
以上，其中 210 名社区“两委”干
部、党员担任业委会主任、副主
任，占比 66.25％；明确 8 条业委
会成员负面清单，联合公检法
等 10 余家部门，对全县 1400 余
名业委会成员进行资格体检，
调整选配业委会成员 55 名，保
证 业 委 会 队 伍 的 纯 洁 性 。 例
如，平安社区针对瓯龙现代城
小区原业委会不作为、服务质
量不佳的问题，发动“两委”干
部、小区楼栋长，利用一早一晚
时间，走访 720 余户居民，经过
一个多月的努力，成功改选小
区业委会，新推选产生 7 名业委
会成员，其中社区“两委”成员
兼任 2 名，占比近 30％，党员 6
名，占比 85％以上，在新业委会
的配合下，成功清退了小区原
有物业企业，引进了新物业企
业，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聚焦诉求化解
打好“组合拳”

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好诉求
办理是提升城市基层治理质效
的必答题。临沭县以社区物业
类工单办理为抓手，紧盯居民诉
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未诉先办强预防。坚持源
头发力，提升物业服务带动工单
数量下降。开展物业领域“三转
两提”活动，实行末位淘汰制，按
照不低于 1％的比例，2023 年度
撤换调整不胜任、不合格物业经
理 15 名 。 探 索 履 约 保 证 金 制
度，由街道党工委牵头，按照小
区物业服务费用年度应收额 5％
—10％的比例，收取物业企业履
约保证金，在物业企业履职不及
时、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下，由街
道启用履约保证金，采取紧急处
置措施，保障居民合法权益。如
临沭街道阳光社区针对供热管
道老化损坏问题，及时启动履约
保证金 5000 元对供热管道进行
维修，确保按时供热，实现未诉
先办。推广小区监督员机制，选
聘 110 名工作人员任小区监督
员，加入各小区物业管理微信
群，通过线上线下动态明察暗
访，及时发现小区问题，提醒和
督促物业公司处理业主诉求，同
时将小区监督员日常监督了解
情况纳入物业企业考核，自实行
小区监督员制度以来，累计收到
并解决业主群内反馈问题 530
条，对 8 家办理诉求不及时的物
业公司进行了约谈，市级重点小
区华丰现代城在更换物业经理
后，月平均工单量从 26 件下降
至 8 件，成效明显。

接诉即办重时效。紧盯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小事不
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建立
居民诉求多渠道收集机制，坚
持以力量下沉推动问题上浮，
通过书记接待日、广场述职、敲
门行动、书记“码”上办等 4 种渠
道，建立摸排情况台账，及时掌
握居民诉求和意见建议，绘制

“民情气象图”，确保问题诉求
应收尽收；建立社区协商议事
机制，每月由社区党组织牵头，

联合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
召开“四位一体”联席会议，同
时吸纳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
等参加，搭建多方议事平台，推
进简单纠纷类问题自行解决，
随收随办，累计收集并解决群
众诉求 8000 余件。红石湖社区
居民在社区接待日反映车库潮
湿积水，物业公司当场认领，立
即安排 8 名保洁人员进行清理，
并花费 4 万元购买除湿机、维修
通风系统，彻底解决了地下车
库潮湿积水问题。

有诉共办聚合力。紧盯城
市治理涉及职能部门多，资源
力量统筹难、部门权责不清等
突出问题，统筹多方力量，共解
群众诉求。出台《“职通民声”
—临沭县部门联动履职工作指
导手册》，引用法律条文 278 项，
规范性文件 137 个，逐项明确物
业 领 域 5 大 类 46 项 群 众 诉 求

“由谁干、干什么、怎么干、怎么
配合干”。建立县级提级办理
制度，搭建“社区点题、部门答
题”协商议事平台，针对社区治
理难题，由城市基层治理办公
室牵头，整合住保、城管等部门
力量，召开联席会议提级督办，
有效破解部门在城市治理中职
责不清、联动不足问题。同时
对于连续 3 次及以上被提级督
办的，移交县委作风效能办公
室进行督办，并对相关单位开
展履职分析和监督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存在不作为、慢作
为、冷作为等问题的部门或个
人，由县委进行约谈。2023 年
先后召开专题分析研判会 20 余
次，约谈街道党工委、职能部门
等 9 个，投入 2300 万元，改造老
旧小区 15 个，累计解决楼顶渗
水、城市内涝等物业领域难题
30 余件，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物业类工单降幅居全市前列。

山东省临沭县山东省临沭县：：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系统求解系统求解        服务为先服务为先全面提升全面提升 点评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城市景观风貌。

山东省临沭县锦园社区举办亲子手工活动。

优化社区服务
绘就“同心圆”

为补齐城市社区在专业力量、
要素保障、服务形式等方面的短板
不足，近年来，临沭县发挥社区党组
织的核心作用，着力在强队伍、夯基
础、搭平台方面集中发力，推动形成

“就餐在门口、养老在社区、服务零
距离”的服务新格局。

夯实服务基础。把社服用房
作为社区收益、服务群众的重要基
础。推动社服用房应收尽收，由社
区党组织牵头，统筹业委会、红领
书记、在职党员等力量，通过协商
会谈、现场执法、起诉侵占等方式，
收回社服用房 1.6 万余平方米。实
现社区资金培源增量，引导社区党
组织在充分配置社区服务阵地后，
探索通过出租闲置用房、领办集体
经济组织等市场化的手段，在丰富
社区服务供给的同时，增加小区公
共收益。同时，在街道层面建立公
共账户，按照“业委会申请、社区党
组织审核、街道党工委审批”程序，

从严监管小区公共收益。目前，全
县已出租闲置社服用房 3000 余平
方米，实现小区收益 80 余万元，变

“沉睡资源”为“增收引擎”，筑牢了
社区服务根基。

充实服务力量。把社会组织
作 为 补 充 社 区 服 务 的 专 业 力 量 。
着眼内部培育，实施社会组织培育
专项行动，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指
导党员志愿者、社区能人等自发成
立自行车协会、太极拳协会等社区
社会组织 43 个，广泛参与社区治
理，提供休闲娱乐、志愿活动等服
务 ，推 动 实 现“ 自 我 管 理、自 我 服
务”；加强外部引进，针对社区自有
组织规模小、覆盖范围窄的问题，
由社区党组织搭建平台，突出一老
一小，引进养老机构、孤困儿童服
务团等专业社会组织 50 余个，开展

“红心慈善进社区”“助残阳光”等
活动，将社区需求与社会资源精准
链接，围绕矛盾调解、社会救助等
服务短板，救助弱势群体 1000 余
人次。

丰富服务内容。持续推进惠

民便民场所建设，落实“服务是最
好的治理”理念。探索“社区诊疗
点”模式，由社区提供阵地，卫生院
提供医护人员和 24 小时自动取药
机 ，让 居 民 在 家 门 口 即 可 专 业 就
医、平价购药；建设特色小区驿站，
以小区党支部为单位，结合小区类
型和居民构成特点，因地制宜设置
助老服务、骑士爱心等驿站 125 处，
满足不同类型居民服务需求，打造
全龄共享服务空间；开办社区幸福
食堂，由社区党组织牵头，通过国
企助力、民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
等 3 种方式，开办社区幸福食堂 10
处，为社区居民提供就餐便利；创
新服务载体，以位置相近的 3—4 个
社 区 为 一 组 ，在 党 组 织 联 合 牵 头
下，每月举办 1 次“万市大集”活动，
将便民服务“打包”送到群众家门
口。目前已举办社区“邻里节”等
活动 600 余次，服务社区居民 10 万
余人次。临沭街道及下辖沭河社
区全部入选省级“青春社区 伙伴计
划”示范项目。（图片由临沭县委组
织部提供）

山东省临沭县凤凰社区联合商圈举办“邻里节”活动。 山东省临沭县沭河社区设立幸福食堂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

以赋能增效不断提升以赋能增效不断提升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李 德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近年来，山东省临沂
市临沭县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通过强化党对
城市基层治理的领导、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
升化解矛盾纠纷和服务群众能力、创新社会多元主
体参与基层治理活力等，不断为基层治理赋能增
效，从整体上提升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水平。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党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全面领
导。临沭县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
城市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员在城市
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
城市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例如，临沭县在全市
率先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办公室，坚持片区化管理，实施精准化考核，
有效整合组织、民政、政法等基层治理资源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加强了党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确
保了城市基层治理正确政治方向。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各主体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活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
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
会安定有序。” 临沭县紧紧抓住城市基层治理中“人”
这一关键因素，通过激发社会多元主体活力来提升城
市基层治理质效。例如，着力抓好社区干部、在职党
员、业委会成员、社区志愿者等三支队伍建设，通过育
强社区“领头雁”、用好服务“先锋队”、培优群众“代言
人”等举措，有效激发了社会各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基
层治理活力。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诉求化解及服务群众
能力。临沭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始终把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不断提
升服务能力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临沭县聚焦城市基层治理中化解群众诉求，打好

“组合拳”，做到未诉先办强预防、接诉即办重时效、
有诉共办聚合力，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群众诉求、满
足群众多元化多样化需求。例如，以社区物业类工
单办理为抓手，有效化解物业矛盾纠纷，提升物业
服务水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和弘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基层民
主协商议事平台、夯实服务基础、充实服务力量等，
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为民服务无盲
点、矛盾问题不上交”，有效提升了城市基层治理的
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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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