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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风光秀美环境宜人。      泉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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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
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
的“神经末梢”。近年来，福建
省泉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
论述，对标落实“提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要
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探索建设“两中心一平台”
（“党建+”邻里中心、综治中心
和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平台），
强化贯通融合、实战实用，构
建群众“家门口”服务体系，建
立主动创稳工作机制，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努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探索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有效途径治理有效途径，，全面筑牢全面筑牢
基层基层““战斗堡垒战斗堡垒””

党的建设是做好基层社
会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泉州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
基层治理全过程，建立上下联
动的领导体系和党组织统筹
的工作机制，更好地将组织优
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抓好组织延伸覆盖。加强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联席会议建设，推进住宅小区、
业委会、物业企业党组织应建
尽建，组建小区党组织 1920
个、楼栋党小组3216个，构建
起“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
—小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
（楼栋长）”组织链条；推动“红
色业委会”拓面提质，明确新组
建或新换届业委会成员中党员
比例一般不低于 50%，成立

“红色业委会”758个；出台《党
建引领物业融入基层治理三年
行动方案》，成立县级物业服务

行业党组织13个、物业服务企
业党组织153个。

优化网格服务管理。综
合考虑社情民意、历史惯例、人
口基数等因素，按照“就近、类
聚、小型、灵活”等原则，全市优化
设置工作网格3.4万个，线上组
建“一楼栋一微信群”，线下在楼
栋入口醒目位置统一设置党员楼
栋长公示牌，做实网格“微治理”。
推行在职党员“回家日”、“两长一
员”机制，调动“五老人员”“两代
表一委员”“三官一律”等积极参
与，聘任7.4万名党员群众担任
街巷长、楼栋长、网格员，推动
5.5万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
集中报到，通过微信联系、进楼
入户等形式，累计发现处理各类
网格事件2.8万件。

健全协商共治机制。建
立党组织领导的基层协商、居
民自治、社会参与工作机制，
推动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
业服务企业和居民群众协同
发力。推行民主议事协商机
制，定期召开由小区党组织、
业委会、物业公司参加的“三
方联席会”，创设“邻里会客
厅”“党群圆桌会”等群众共治
平台，开展民情恳谈、事务协
调、工作听证等，共同协商解
决小区治理问题，累计解决各
类矛盾诉求6100多个。推行
公约自治机制，以“小区议事
日”制度为载体，由小区党组
织、业委会牵头组织物业服务
企业、党员、居民代表等，围绕
装修扰民、楼道占用、高空抛
物、违法搭建、车辆乱停、不文
明养犬等治理痛点，共同制定
小区居民公约，形成“幸福社
区，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根本立场的根本立场，，贯通服务群贯通服务群
众众““最后一米最后一米””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社区服务和管理
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
实了。泉州市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在群众“家门口”建
立联系服务平台和党群活动
阵地，架起邻里互联互动、互
帮互助的桥梁纽带。

聚焦居民需求，打造便民
惠民“服务圈”。推动党群服
务中心提档升级，采取“1+6+
X”模式（“1”就是坚持党建引

领，“6”就是完善“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病有所医、食有所

安、居有所乐、事有所办”等6

项优质服务功能，“X”就是根

据不同实际拓展群众所盼的

其他功能），从整合资源空间、

优化阵地布局、推动力量导

入、创新运营模式等方面入

手，建成运行“党建+”邻里中

心 832个，着力构建开放、集

约、共享的“一刻钟”便民服务

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化、特色化、多样化服务。
整合集聚资源，推进服务

模式“多元化”。汇集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优质资源

集中下沉，投放家庭医生签约、

用药保障、子女暑托班等服务

项目3056项到居民小区，开设

医保窗口307个，建设“长者食

堂”“近邻学堂”等863家，举办

健康问诊、妇幼保健、心理咨询

等活动。按照“应放尽放、能放

尽放”原则，全面梳理开通政务

事项，配套投放121台便民服

务自助终端，引进智慧医疗、水
电燃气自助缴费等智慧化生活
服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市
场化运作、公益性扶持等方式，
引入生鲜配送、家政、养老、托
幼托教等第三方机构2832家
开展专业化服务。

共建幸福家园，下好小区
治理“一盘棋”。出台物业管
理提升专项行动方案，下大力
气改善住宅小区居住环境、物
业服务和治理机制，解决住宅

小区内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
小事，努力实现党组织覆盖率
提升、业委会组建率提升、物
业服务品质提升、群众获得感
提升、投诉件下降“四升一
降”，打造全域幸福家园。实
行“领导分片挂钩、干部包干
小区”方式，组建住宅小区物
业管理司法联盟，发动民警、
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
休干部等力量下沉小区，在最
末端集中发力抓整治，紧盯保
安、保洁、保绿、保修、秩序等
群众目所能及的项目，加快补
齐环境卫生脏乱差、道路破
损、照明缺失、电动车充电设
施等短板，提升小区整体面貌
和居住品质。发挥近邻党建
引领作用，动员热心的“楼
嫂”、“楼叔”、医生、律师、教师
等小区“能人”加入志愿队伍，
登门入户帮助解决大小问题，
提供文明宣传、法律普及、科
普卫生等服务，形成“左邻右
舍有能人、互帮互助互感恩”
的温馨氛围。

聚焦矛盾纠纷源头聚焦矛盾纠纷源头
预防前端化解预防前端化解，，激活基层激活基层
治理治理““神经末梢神经末梢””

基层治理能力越强，平安
稳定的基础就越牢固。泉州
市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
推进矛盾联调、信息联通、治
安联防、治理联动、问题联治、
平安联创。

部门联动“齐发力”，让纠
纷调处“最多跑一地”。推动各
级综治中心建设提档升级，按
照“有工作人员、有固定场所、
有职责职能、有配套制度、有经
费保障、有信息化支撑平台”的

“六有”标准，建成1个市级、13
个县级、163个乡镇级、2299个
村级综治中心，实现规范化建
设、实体化运行全覆盖。坚持

“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原
则，构建“中心+政法部门+直属
单位”运行格局，建立政法单位
常驻、其他单位轮驻随驻制度，
对群众提出的纠纷化解、信访
诉求、投诉举报、法律咨询等各
类事项，分类流转导入办事程
序，实现“一站式接收、一揽子
调处、全链条解决”，今年来全
市成功化解矛盾纠纷4万多起。

打通干群“连心桥”，让群
众关切“件件有回音”。以“微
信群+小程序+管理后台”为
构架开发基层小微权力监督
平台，植入“咱厝家底”、村务

公开、事前公示、权力清单、群
众诉求、公章监管、“我要举
报”等监管和服务功能，围绕
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督促村
（社区）常态化公开晾晒党务、
村务、“三资”、项目、民生资金
等情况，将村务重大决策、村集
体资产资源交易、村级小微工
程项目招投标等重大事务在微
信群进行直播，群众可以随时
随地监督查看。累计推动公开
村务信息62.5万多批次，开展
村级事务微信群直播4.3万多
场，主动接受监督，赢得群众信
任。采取“大数据+脚底板”工
作法，系统分析研判共性问题，
以案为鉴找准“三资”管理、农
村建房、困难救助等方面的监
管漏洞，纳入纪委监委“点题整
治”重点，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
决一类问题提升。

线上线下“双融合”，让民
生诉求“事事有着落”。“党
建+”邻里中心设置“两代表一
委员”、邻里会事厅等多功能
室，采取“一室多用、部门轮
值”方式，让群众碰上困难的
时候找得到人、找得准人。综
治中心打造基层善治“智慧中
枢”，网格员通过手机APP，常
态化入户访查，主动排查发现
矛盾问题，开展信息采集并上
传智慧平台，指挥中心按照属
地属事原则，分发调度给乡镇
（街道）和部门办理处置，直至
问题办结销号。利用微信群
方便干群沟通，群众通过语
音、文字反映困难诉求，镇村
干部主动跟进办理，纪检监察
机关及时发声、跟办催办，建
立受理、分办、反馈、问效的工
作闭环。今年来，推动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3万余件，干
群关系更加融洽。通过对社
情民意的全面收集、系统分析，
对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所盼了
解更深入更到位，进而更精准
更高效推动一般诉求限时快
办、重点诉求提级催办、难点问
题联合督办，一批基层矛盾和
民众诉求得以及时有效化解。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强、
国家强。泉州市将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加强基
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
力上下更大功夫，完善网格化
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
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提升
治理精度、幸福厚度和城市温
度，以宜居安居的人居条件，
营造宜业安业的良好环境，共
建共治共享全域幸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