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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恒
安新区是全国最大的采煤沉
陷区和棚户区集中联片安置
区，面积 9.57 平方公里，安置
群众近 30 万人，人口密度达
每平方公里 3.13 万人。搬迁
安置初期，恒安新区存在就业
岗位不足、交通拥堵、治安混
乱等情况。对此，云冈区坚持
党建引领、一体推进，把恒安
新区专项整治作为重中之重，
按照“六抓”工作思路，久久为
功、持续推进，实现了恒安新
区由乱到治、由治到安、由安
固本的彻底转变。

抓阵地抓阵地  夯基础夯基础

恒安新区由企业管理变
成 属 地 管 理 ，服 务 阵 地 覆 盖
率 较 低 ，力 量 相 对 薄 弱 。 云
冈 区 将 区 委 搬 迁 至 恒 安 新
区，对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街道从 2 个增加到 7 个，社区
从 31 个增加到 47 个。新建
1 个乡镇党群服务中心，升级
改造 7 个街道和 47 个社区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将 社 区 闲 置 用
地 改 造 升 级 为 50 个 小 区 党
群 服 务 站 ，同 时 将 区 就 业 和

人 才 交 流 培 训 中 心、区 婚 姻
登 记 处 等 搬 迁 至 恒 安 新 区 ，
打造 19 个“小哥加油站”，服
务 阵 地 办 公 面 积 由 原 来 的
1.36 万 平 方 米 增 加 到 10.57
万 平 方 米 ，服 务 群 众 基 础 更
加夯实。

抓队伍抓队伍  强力量强力量

恒 安 新 区 建 成 后 ，实 际
工作力量与繁重的工作任务
严重不匹配。云冈区优先配
足 恒 安 新 区 工 作 力 量 ，使 街
道 社 区 干 部 队 伍 ，老 中 青 结
构 以 及 城 乡 经 历、专 业 水 平
等 搭 配 更 趋 合 理 ，并 重 点 突
出年轻高素质干部主力军作
用，35 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
上 年 轻 干 部 达 到 以 前 的 4
倍；网格数量增加到 220 个，
1800 余名楼栋长、7600 余名
单 元 长 全 部 参 与 小 区 治 理 ，

“ 专 、兼 、辅 ”三 类 网 格 员 达
9700 余 名 ；组 建 党 员 、退 役
军人、专业技术、文艺文化、
学 生 等 五 类 专 业 服 务 队 ，共
计 200 余支 7500 余人，为做
好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抓民生抓民生  美环境美环境

恒安新区建设之初规划
标准较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滞后。云冈区先后对 37 个小
区 1570 栋楼 93762 户进行了

“三供一业”改造，新建和改造
雨污分流管网 70 公里，新建 4
个公园和 1 个文化广场，总面
积 15 万平方米；新建水冲式
厕所 36 座、便民集贸市场 11
座、生活垃圾中转站 11 座、幼
儿园 5 所、小学 1 所以及占地
1.5 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养老
院 1 家。施划 3000 多个停车
位，公交线路由 9 条增加到 13
条。实施“小微”民生工程 660
项，其中在恒安新区实施的项
目和资金占全区的一半。目
前，恒安新区总绿化面积达 20
余 万 平 方 米 ，天 然 气 全 部 入
户，社区医疗中心和服务站实
现全覆盖，“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基本实现，群众生活更加
便捷，人居环境更加优化。

抓联动抓联动  聚合力聚合力

恒安新区归属历经企业、
原矿区、云冈区多次变化，管

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云冈
区新成立了恒安公安分局和
交警大队，辖区派出所所长全
部兼任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强化地企合作，推动
7 个街道 138 个小区党支部与
25家大型矿企、12家物业共建
共联；畅通“街道、社区、小区、
物业、居民”五方协调机制，建
立居民、党员、特殊人员、重点
人员、外来人员“五个清单”；培
育推广“小板凳”议事会、“邻里
中心”“37℃＋”等社区治理品
牌，确保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
解，问题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居
民身边难题第一时间解决。

抓就业抓就业  增收入增收入

就近就业是搬迁群众的
新需求。云冈区持续优化产
业布局，大力推动商贸服务业
发展，个体工商户增加到 1.01
万户，先后有多家大型商场、
大型酒店、连锁超市等陆续落
户恒安新区。晋北地区最大
的商业综合体—吾悦广场已
开业运营，成为大同市商业新
地标。先后举办各类大中型
招聘会 67 场，参加企业 1480

家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9 万 个 。
突出“云冈亲人”“高山大嫂”
品牌优势，累计培训人员 1.1
万余人。利用云中声谷大数
据智慧服务基地，解决就业人
员 1500 余人。目前，“家门口
开店”“家门口打工”成为恒安
新区居民的首选。

抓文化抓文化  提素质提素质

恒安新区居民以矿工及
家属为主，加之农民和流动人
口等低收入人员较多，文化程
度 不 同 ，构 成 较 为 复 杂 。 对
此，云冈区广泛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以现有的 54 个
站（所）为依托，推动党的政策
理论、文明生活习惯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门店、进社
区、进家庭。深入推进“书香
云冈”建设，以南风轩、六合学
堂等文化品牌为平台，定期开
展书香小区、家庭、企业创建
活动，不断构建全覆盖、多层
次、多样化服务体系建设，群
众文明素质明显提高，环境优
美、宜居宜业、舒适快捷、和谐
稳定、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市
治理模式已初见成效。

为破解城市治理投诉多、
化解难、满意度低等问题，山东
省滨州市邹平市将发挥好城市
社区热线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作
为推进基层治理重要抓手，探
索建立“一访三心四办”热线化
解工作机制，集中攻坚城市社
区重点、难点问题，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党
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
科学化水平。

敲门遍访敲门遍访  未诉先办未诉先办

夯实网格基础。邹平市
综 合 考 虑 历 史 习 惯、地 域 便
利、人口户数等因素，优化整
合党建、政法网格，将全市 20
个城市社区和 281 个居民小
区，统筹划分为 273 个网格，
每个网格配备 1 名专职网格员
开展日常工作，实现社情民意
一 网 掌 握 ，矛 盾 纠 纷 一 网
调处。

入户摸清诉求。开展城
市社区“暖心惠民 城市先行”
大走访行动，由社区党组织牵
头，广泛发动社区工作者、小
区党员等治理力量下沉小区

（网格）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变
“矛盾被动处理”为“隐患主动
发现”。

畅通反馈渠道。依托社
区微信公众号平台，开通社区
政务服务热线，设置“一键找
书记”功能，24 小时全天候、全
过程接受群众反映，以“社区
热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制
定社区“帮办二维码”，根据网
格划分精准收集民意，努力实
现“不诉就解决”。截至目前，
共收集社情民意 845 条。

耐心解忧耐心解忧  接诉即办接诉即办

制定问题清单。邹平市
全 面 梳 理 全 市 近 三 年 来
20771 条热线，细分小区基础
设施建设、物业服务管理等 4
个大项 10 个小项，对任务要
求、责任人、具体时间节点进
行分解，并明确组织委员为第
一责任人、社区书记为直接责
任人，逐一推动问题化解。

专人快速办理。坚持“有
诉必接、接诉即办、快速回应”
理念，社区成立 12345 热线办
理小组，包靠网格员、社区工

作者具体负责，做到“第一时
间联系沟通，第一时间现场落
实，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实现
问题早办理、早解决。

提升处置水平。全面规
范热线办理程序，统一制定回
复模板、办理方案，及时反馈
热线办理结果，对暂时不能解
决的，做好解释沟通，持续跟
踪问效。组织开展全市社区
书记、社区工作者培训班，对
热线办理专题辅导，提升用心
用情用力服务水平。

精心施策精心施策  联手帮办联手帮办

居民自治。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按照

“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
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自治
原则，充分发挥“同心圆桌会”

“吐槽大会”民主议事机制，引
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共建居民自治友好社区。今
年 以 来 ，共 召 开 同 心 圆 桌 会
285 次，协商解决群众诉求 83
件，满意度 97.3％。

四方联治。构建“市委—
街 道 — 社 区 — 小 区 ”四 级 热

线 化 解 体 系 ，建 立 城 市 社 区
热 线 化 解 联 席 会 议 机 制 ，每
月 召 开 热 线 化 解 联 席 会 ，分
析上月城市社区热线整体情
况 ，疏 通 堵 点 难 点 。 制 定 市
直 部 门 协 调 台 账 ，对 供 暖 供
电、物 业 服 务 等 民 生 突 出 问
题 由 市 委 兜 底 管 理 ，街 道 社
区小区具体推动，凝聚合力、
上 下 一 体 推 进 热 点 问 题 化
解 ，目 前 已 协 调 解 决 金 鼎 世
家 道 路 拥 堵、天 成 苑 电 动 车
充电难等突出问题 14 个，群
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多元共治。充分发挥“双
报到”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在
职党员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
伍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同
时，引导律师协会、医养医院、
公益慈善协会等社会组织进
社区、进网格，针对性提供法
律援助、养老健康、家庭教育
等各类关爱服务 64 次，多管
齐下化解矛盾纠纷。

暖心服务暖心服务  用情巧办用情巧办

建强服务阵地。邹平市
建设邻里中心，城市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错峰延时开放，统筹
用好物业闲置用房等资源，打
造 120 处“红立方”网格党群
服务站，延伸服务触角，切实
让党群服务阵地成为党员群
众的“连心桥”、社会治理的

“主阵地”。
壮大服务力量。以居民

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持续招
募“社区合伙人”，广泛动员个
人、社会组织、“双报到”力量
参与社区服务。目前，共吸收

“红色合伙人”269 家，有力让
社会治理变“独角戏”为“大
合唱”。

创新服务载体。社区党
组 织 聚 合 社 会 资 源 ，发 动 志
愿力量领办“微公益”项目，
建立“微公益”项目库，启动

“薪苗计划”“益小剪”“小河
苗 ”等 微 公 益 项 目 26 个 ；探
索建立社区“微工厂”，开展
电商直播、代加工培训等，实
现居民“家门口”就业；擦亮

“向阳花”公益课堂、黛署托
管 等 特 色 服 务 品 牌 ，打 造 社
区“熟人社会”，用贴心服务
换 取 群 众 认 同 ，持 续 提 升 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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