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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模式江浙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模式

在开展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注

重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充分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资源，打造

法治文化新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法治讲

座、道德讲堂等，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同时积极开展最美家

庭、最美邻里、最美青少、最美庭

院、最美阳台、垃圾分类最美督导

员、小区管理最美物业等“最美系

列”评选活动，进一步凝聚群众、引

导群众共同履行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共同践行文明健康新理念，营

造简朴纯洁的社会风气。

淀山湖镇还有效利用各村（社

区）网格工作站中的妇女儿童活动

空间，与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家庭教

育交流分享、家风家训故事沙龙、

移风易俗等活动，项目化推进“德

育”进“家庭”，以家庭“小气候”涵

养社会“大环境”，推动新家风文化

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确立“精神激励为主、物质补助

为辅”的长效保障机制。强化身份认

同，“一长二员”建立伊始，由社区发

放聘书和带有身份标识的红马甲、红

袖章。工作期间，组织培训、开展团

建，属于在职人员的，年底由街道党

工委以表扬信等形式函告其所在单

位。强化典型选树，探索建立星级楼

道评定机制，选树“先锋楼道”“先锋

个人”，并予以一定表彰奖励。对表

现特别突出的人员，优先纳入社区

“大党委”委员或入党培养对象；强化

关爱保障，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时长晾

晒和积分兑换机制，按有关规定发放

适当通讯补助和餐补。

建立“需求为导向、服务载体为

驱动”的常态服务机制。发挥“一长

二员”一线“作战”单元作用，加强与

街道、社区协同“作战”，聚焦社区需

求，对绿化带卫生死角、道路旁的各

类垃圾进行系统清洁整治，提升小区

公共卫生形象，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当好“突击队”；发挥“有威信、懂微

信、重诚信、底数清”优势，楼道“一长

二员”化身为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志愿

者、亚运靓城行动的攻坚队、防诈骗

工作的宣传员、楼道环境整治的监督

员等不同角色，当好“多面手”；通过

开展系列贴心服务，帮助解决因疫情

防控等带来的各类矛盾问题和生活

困难，用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安

心指数，当好“贴心人”。

为社区“减负”
留住社区人才

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逐步

形成了百姓安居、产业兴旺、乡风文

明的崭新面貌。但从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看，离现代化水平还有较大

距离。一是干部履职能力不强。优

秀人才不愿意回到乡村，村干部老

龄化现象突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学习意识不强，村干部的文化素质、

履职能力、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

二是群众参与程度不高。大多数群

众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村

级事务的好坏“漠不关心”，群众的

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三是法治意

识不强。大部分居民法治思维欠

缺、法治观念淡薄、依法维权意识弱

化，像农村经常遇到的矛盾纠纷，大

多数情况不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反而多是去上访或是采取过激行为

激化矛盾。

一是要完善社区党建工作机

制，确保社区治理规范化。作为最

基层的社区支部书记和委员，要从

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多思考如

何抓好党建工作，如何组织群众、发

动群众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落

实好“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

的指示和要求。因此，需要通过强

化培育党建品牌、着力示范推动，以

点串线、连线成面，积极破解“点上

不亮、点好面差、分布不匀、带动不

足”等问题，多维度、全领域、深层次

夯实基层基础。

二是要切实为社区“减负”，使

其“职能归位”。随着服务职能下

沉，社区事务性的工作越来越多，而

有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社区根本

就无从下手，成天忙于应付下沉事

务。建议根据服务半径，按照就近、

便民的原则，成立“社区工作站”，承

接区、镇（街）下沉的行政服务事项，

整合职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将

社区干部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

来，还原社区自治管理和服务群众

的职责。同时，要使社区减负，必须

还原其自治功能，回归本位。

三是要逐步提高社区干部待遇，

确保社区留得住人才。从社区发展

实际看，社区居民自治职能被架空、

工作压力大、薪酬待遇低、权责义务

不对等，成为当前社区工作者跳槽、

离职、流失率高的主要原因。事多工

资少，严重影响到社区干部工作的积

极性。为了充分调动社区干部的积

极性，提高社区干部基本待遇迫在眉

睫。

四是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在社区

治理中的作用。人民调解的“枫桥

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握手言和程序

也为调解协议的即时履行，奠定了

心理基础，强调了纠纷解决的良好

社会效果。调解发挥作用的基础是

社会的认同。影响公众对调解认同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包括

调解员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调解程

序的灵活性和公正性、调解结果的

可接受度、调解之后双方关系的维

持状况等。通过高效、灵活、便捷的

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调解赢得社

会公众选择的需要。

“网格+N”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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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长二员”
探索融合型社区治理新路径

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

局组织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

下沉网格工作站，及时回应群众需

求，为困难群众、重点人员提供法

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让群众在网格

内享受到各项法律服务。健全普

法志愿者队伍，及时收集汇总社情

民意、立法民意。组织普法志愿

者、网格员深入企业、居民户，开展

“法治宣传进企业”、三八妇女维

权、“4.8”司法日、民法典宣传月、

“12.4”国家宪法日等专题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惠及全市群众，巩固

了法治宣传工作社会性、群众性、

经常性的良好局面。

强化法润民生微信群管理，明

确村（社区）法律顾问和网格员作为

社区法润民生微信群推广员和协管

员，在群内定期转发法律法规知识，

推送12348公共法律服务事项，

协调社区“三官一律”做好法律咨询

的解答和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

网格+法治赋能基层治理动力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充分发挥

基层党支部建在网格上的优势，扩

大基层治理红色力量，使基层治理

工作由“垂直管理”向村（居）民主动

参与的“多元共治”转变，实现“一核

多元”的基层自治体系。充分整合

资源，组建“楼道长群”“业主代表

群”“社区便民服务群”等网格工作

群，发挥居民“主人翁”认同价值，自

下而上收集民意、上报问题。

同时，将“同心网格议事会”用

好用活，通过开展村（社区）、物业、

共建单位等联席会议，将网格内摸

排发现的“小、急、难”事汇总，交由

网格议事会协商讨论，及时研究讨

论区域内群众性、项目性工作，解

决村（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楼道

堆放、噪音扰民、群租房管理等热

难点问题，不断推动基层共治力量

拧成“一股绳”，同下“一盘棋”。

网格+自治焕发基层治理新颜

网格+德治凝聚基层治理力量

近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高度重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通过进一步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将楼道作为最小“作战”单元，建

立楼道长、信息员和保障员的“一长二员”三人小组，进一步解决“战”时服

务力量不足，网格治理半径较大问题，探索融合型社区治理新路径。

昆山市将“网格+N”模式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全周期和全维度，推动法

治力量、资源下沉网格，以党建引领加速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在融合中焕

发“乘数效应”，使基层治理充满活力，社会环境和谐有序，人民群众法治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践行“三化”工作理念。牢固树

立“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治理理

念，针对社区和居民的发展需求，将

基层组织体系进一步下延，创新推

进“一长二员”三人制工作模式，夯

实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管理工作质

效。在“区领导包街、街包社、社区

包小区（网格）、党员干部包户”四级

包保制度基础上，织密“社区—小区

（网格）—楼道（楼幢、片区）—户”最

小治理单元体系，搭建数字化平台，

畅通“一长二员”常态化反映、反馈

群众诉求建议渠道，做到“件件有回

应”，提升居民信任度。

打造“三信”骨干队伍。楼道长

“有威信”，由本楼道有威望的党员或

居民骨干担任，牵头统筹三人小组，

负责政策民情上传下达，引导居民配

合响应；信息员“懂微信”，由能够熟

练操作电脑和社交软件、责任心强的

居民担任，负责摸清楼道底数，更新

数字化底账，常态联系居民；保障员

“重诚信”，由年富力强、为人热心的

居民担任，负责联络好邻居，组织好

活动。目前，全区共匹配组建楼道

“一长二员”队伍789支、2367人。

创新融合建立基层治理新架构

平时状态下，“一长二员”开展

常态志愿服务。各服务队伍在社区

党组织和小区党组织书记（网格长）

领导下助力社区治理，开展“一长二

员”每月最小单元全覆盖走访，做到

疫情防控必联、入户工作必联、空巢

留守老小必联、邻里矛盾纠纷必联

“四必联”和在职在册党员必掌握、

流动人口必掌握、房屋出租必掌握、

喜事丧事必掌握，实时更新基层数

字化底账，为社区开展精细化服务

提供依据。

“战”时状态下，“一长二员”迅

速动员整合力量。在疫情防控方

面，“一长二员”线上线下协同作战，

信息员负责线上传达指令、上报信

息和需求、通知核酸检测等，楼道长

和保障员负责协调生活物资配送以

及老弱病残上门核酸、外出就医等；

在应对重大活动方面，楼道长负责

落实上级指令，做好统筹，信息员和

保障员负责日常联络沟通，发动居

民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在应对气象

灾害方面，“一长二员”在楼道（楼

幢、片区）内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通过线上通知、线下入户等途

径，遇到险情时协助落实应急响应，

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平战结合接入基层治理新场景

常态联合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综合中国社区报、昆山日报、四川科技报）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沈煜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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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南海区召开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动员部署大会，剑指基层“最末梢”，
吹响基层治理现代化“冲锋号”。6月24日，南海区召开党建引领“创建熟人
社区”工作推进会，对“创建熟人社区”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江浙地区城市一直走在全国改
革试点的前列，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模式。
本期南海朋友圈聚焦江浙地区城市基层
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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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活基层治理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