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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加
强烈的向往和更高的期待，
其中最直接、最现实的感受
就来自于居住环境好不好、
优不优，这都与物业管理水
平息息相关。近年来，为解
决好物业管理服务存在的管
理机制不健全、物业企业服
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
等“老大难”问题，安徽省芜
湖市大力推进“党建引领、物
业芜优”工作，通过建立健全

“问题发现、动态退出、长效
监管”三项机制，为物业服务
企业画清红线、明确底线，推
动全市物业服务水平不断提
质增效。

发现问题抓整改发现问题抓整改
动态监管看长效动态监管看长效

多渠道构建问题发现机
制。创新搭建“芜湖物业整
治提升”群众诉求感知系统，
由社区党组织和小区（网格）
党支部发动辖区内网格员、
保洁员、楼栋长、外卖小哥等

群体，在全市 1601个住宅小
区逐栋张贴系统二维码，鼓
励居民通过“随手拍”“随时
传”方式反映物业工作存在
的突出问题，累计收集问题
10 批次 5345 个。将系统内
群众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
373个住宅小区纳入“重点关
注名单”，按照“一小区一方
案”要求，由街道社区党组织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抓好整改。
聘请3家第三方机构、邀请50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监
督，安排 10位媒体记者全程
随访，动态了解问题整改进
度，相关情况定期通过市级媒
体向广大居民进行公开。

分层次构建动态退出机
制。依托市级“党建引领、物
业芜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集相关部门对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对在
整改过程中存在慢作为、不
作为问题的15家物业服务企
业，及时给予“黄牌”警告，纳
入“谨慎选聘企业”名单并向
社会公开，让“躺平”者难以
立足。对在整改过程中存在
群众满意度低、兑现承诺能

力差、问题久拖未改的物业
服务企业，由小区（网格）党
支部及时收集民情民意，在
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下，
配合业委会或物管会召开业
主大会进行意见征询，按照
法定程序做好清退工作，截
至目前共清退物业服务企业
41家。清退结束后，由街道
社区党组织指导业主委员会
委托资质较好的物业服务企
业提供临时性服务，对不具
备条件的由 9家国有物业服
务企业提供兜底服务，直至
按程序选聘正式物业服务企
业入驻。

常态化构建长效监管机
制。注重抓常抓长，建立物
业服务质量动态监管机制，
每月由各县市区、开发区对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进行全
覆盖考核测评，测评结果全
部量化赋分，按照得分从高到
低的顺序进行排名，通过“大
江资讯”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
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对长期排名靠后的物业
服务企业，由市、区两级根据
问题严重程度和整改开展情

况分级进行约谈。发动全市
82个市直、驻芜单位在“双联
系”社区中包保1个物业矛盾
多、整改难度大的小区，按季
度开展物业巡查，帮助协调解
决各类困难问题。2022年以
来，全市物业服务覆盖率从
68.4％提高至目前的 100％，
物业费收缴率从55％提高至
81％，业委会组建率从43.6％
提高至99.2％。

居民自治聚合力居民自治聚合力
物业纠纷巧化解物业纠纷巧化解

物业服务企业得到有效
监管。三项机制的建立，有
效激活了物业主管部门、新
闻媒体、街道社区党组织、居
民群众等对物业服务企业进
行监管的积极性，逐步构建
起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的
监管体系，让物业服务慢作
为、“躺平”不作为的企业在
芜湖站不住脚、立不住根。
在第三方机构对问题突出的
住宅小区开展的整治验收测
评中，合格率达97.3％。

物业整体水平得到全面

加强。通过构建“问题发现、
动态退出、长效监管”的工作
闭环，全市物业服务工作存
在的各类突出问题得到了有
效解决，物业服务工作质效
得到了全面提升，涌现出一
批党的建设强、社会责任强、
经营管理强、服务能力强、群
众满意度高的小区，全市共
有 11个小区获评全省“皖美
红色物业”示范小区，全省住
宅物业管理服务提升行动部
署会暨“皖美红色物业”建设
推进会在芜湖召开。

居民自治热情得到全面
提升。在开展党建引领物业
治理的过程中，各小区（网
格）党支部在社区党组织的
统一领导下积极发挥作用，
培育了一批乐于奉献、积极
参与自治的居民骨干，共有
165人成为江城物业监督员，
深入小区了解民情民意、帮
助协调解决物业问题。全市
278个城市社区内共设置“红
色议事厅”769 个，每月组织
各方面人员参与联席议事，
清单化、闭环式协商解决物
业矛盾纠纷。

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行
政区域总面积303平方公里，
辖15个社区、30个行政村，共
397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约
22.7 万人。为进一步提升基
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破解基
层治理难点堵点，八所镇在
全镇 26 个村（社区）创新试
点推行“红色巷长”助力“东
方党旗红”党建工程品牌创
建工作，推行“支部+巷长+
Ｎ个机制+Ｎ项活动”网格化
治理模式，创新推行“五项举
措”，构建“居民提议、巷长商
议、支部决议”的党建赋能基
层治理、乡村振兴新格局。

推动运行机制重塑，建
强基层治理组织机构。制定
出台《八所镇创建“红色巷
长”助力“东方党旗红”党建
工程品牌试点实施方案》，建
立巷长团联席、积分兑换、红
黑榜、差异化奖惩、巷长轮
值、经费保障等七项工作机
制，由镇党委书记挂帅，组织
谋划部署推动试点工作会
议，投入经费 20余万元规范

巷长牌、工作牌、服装等。
2023年 7月，八所镇“红色巷
长”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获评
第一批海南省基层治理创新
乡镇（街道）级试验区。

推动人员队伍重塑，夯
实基层治理神经末销。按照
试点村（社区）巷子分布结构
和就近原则，从本村（社区）

“一核两委一会”中推选党员
干部兼任巷长，或者由本村
（社区）党支部组织召开巷子
居民会议进行推选，随后组
建成立本村（社区）“巷长
团”。截至目前，已组建“红
色巷长团”26个，设置“红色
巷长”446名，确保“一村（社
区）一团”，实现“三创”（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网格区全覆盖。强化队伍
管理，“红色巷长”实行轮值机
制，由本村（社区）党支部按年
度组织考核，考核结果分为

“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
次，对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
等次的巷长进行调整撤换，对

评为“优秀”等次的给予适当
物质和精神奖励。

推动工作方法重塑，助推
基层治理效果转换。推行“三
议一示”工作法（居民提议、巷
长商议、支部决议，巷子公
示），首先由村（居）民将各巷
子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巷长；
再由各“红色巷长”进行初步
核实筛选，提出需要提交“红
色巷长”联席会议研究事项；
最后由党组织形成决议，涉
及重大资金支出的，按“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进行实施，推
动问题解决不上交。对已解
决的问题，将解决情况进行公
示，并告知村（居）群众。以福
民社区为例，“红色巷长”工作
推行以来，在市委组织部等网
格单位帮助推动下，社区巷长
团构建“1＋4＋Ｎ”工作格局，
发挥各职能单位合力攻坚，仅
用一个月时间，就推动解决了
福民社区岛西路北三巷因排
污不畅问题长达11年的信访
积案。

推动职责任务重塑，实现

基层治理精准划责。明确“红
色巷长”“三帮五督”工作任务
清单。“三帮”即帮解邻里纠
纷、帮助服务民生、帮助治安
防控；“五督”即监督环境卫
生、监督交通秩序、监督市政
设施、监督违法建设、监督园
林绿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一线末梢“红色细胞”优势，统
筹职能单位资源优势，累计整
合资金300多万元，推动解决
八所村、小岭村、福民社区等
村（社区）道路硬化、排污管道
铺设等民生难题。推动落实
市爱卫中心反馈八所镇省级
卫生村检查整治问题 17个，
参与调解矛盾纠纷等相关问
题40多起。

推动活动载体重塑，打造
基层治理全民氛围。创新基
层活动形式，定期组织开展

“红黑榜”评比、“巷巷比拼”、
“最美巷长”评选、“合美家
庭”及“每月之星”推选等活
动，评选东海社区吉妹凤等

“最美巷长”32人。充分发挥
“红榜”村（居）民示范引领作

用，给予“红榜”村（社区）适
当奖励，给予“黑榜”村（社
区）批评教育并督促整改。
同时，建立“积分兑换制”，设
立积分兑换超市，制定评分
标准和积分兑换清单，通过
积分奖励、积分兑换商品激
发村（居）民参与热情，营造
人人参与基层治理的浓厚氛
围。今年以来，组织“红色巷
长”助力“三创”行动 80余场
次，帮助清理卫生死角 120
多处，开展“红色巷长”助力

“微心愿”活动一场，通过居
民提、巷长收、党员帮的方
式，收集微心愿400多件，“红
色巷长”工作成效初显。

下一步，八所镇将以贯彻
落实全国和省、市组织工作会
议精神为落脚点，持续深化

“红色巷长”试点创建工作，丰
富“巷巷比拼、积分兑换、差异
分红、能人揭榜”等活动载体，
打造“红色巷长驿站”，逐步推
动基层治理网格化、现代化、
精细化，助力擦亮“东方党旗
红”党建工程品牌。

安徽省芜湖市安徽省芜湖市：：
““三项机制三项机制””助推党建引领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助推党建引领物业服务提质增效

■■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

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
““巷长制巷长制””解决烦心事解决烦心事      ““微治理微治理””撬动大民生撬动大民生

■■中共八所镇党委中共八所镇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