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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人才等手段进行的一系列保障居民自治顺利进行的

内在组织运行规律，具体表现为完善居民自治章程等制

度、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管理的思想认识、完善领导

班子、协调各方关系、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水平。

H社区居民自治保障机制不完善，体现在缺乏制度保

障、管理人员思想落后、组织运行不顺畅、管理人员素质

较低等多方面上，这严重影响到居民自治的积极性、主动

性、有效性，降低社区整体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从整个

社区自治开展过程来看，首先，领导班子不完善，领导成

员存在缺失问题。书记等老干部退休后，新上任的社区新

干部素质能力相对而言较薄弱，缺少社区的工作经验，对

社区具体情况了解水平较低，对于社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

其次，缺乏系统培训学习机制，新老干部衔接不好。

既然新干部素质能力不足，社区就应当对其进行系统培

训。但培训机制的缺失，导致新干部没能得到有效的经验

学习，就难以加强专业理论知识，难以提高社区工作技

能，最终使其不能有效且迅速地接替老干部工作，进而使

社区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无法有针对

性发挥党建引领对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再次，社区工作

人员思想态度不端正。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不热

心，认为工作可有可无，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建设中，

导致居民自治无法顺利开展。

最后，缺失居民自治章程且社区内部分工不明晰。没

有系统的、成文的居民自治章程，就会使社区居民自治无

规则可依，无规范可遵。进而无法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社区

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阻碍居民自治进程。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实现路径的探索

H社区即使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但依旧决心从根本上

做出改变。因此，社区致力于在党建引领下探寻合理有效

的社区治理经验，最终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提高联动力

量、通过倡导良好社风民风激发居民自治效能、通过参与

形式创新释放基层社区治理能量。

1、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提高联动力量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是指党组织通过思想、组织、作

风、制度等具有鲜明党性和实践性的多方面建设活动，引

领多元主体实现共同治理的行为。多元共治理念作为社会

治理的创新性制度、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要求，在社区治理乃至于居

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区管理建设过

程中，更应当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实现党组织和社

区居民有效衔接，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下，激发多元主体积极性，助力基层社区建设。

H社区充分认识到社区治理现状不容乐观，更深刻意

识到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民都应当发挥起各自作用，因此

致力于通过党建引领社区多元共治，提高治理联动力量。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优越性、充分释放社区居民自治效

能、改变社区“脏、乱、差”的现状，社区首先以党建为

引领，夯实组织建设，把党支部建在园区、建在网格、建

在社会组织、建在非公组织，结合和平区社会综合治理网

格化平台建设，建立了27个网格党支部。其次，成立以

党员为主体的千余人志愿者队伍，实现了党的组织、工作

和服务的全覆盖，使服务群众一公里问题得以在网格中发

现，在网格中解决。再次，定期定时召开社区议事会、联

席会、调解会、听证会、见面会等各类社区协商议事会

议，畅通居民建言献策、问题反馈的渠道，保障居民对社

区事务的知情权、管理权、决策权，提升居民投身社区管

理的参与度。

近年来通过各类措施的稳步推进，居民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各方面的矛盾得到有效排解。首

先，社区引入了保障型物业管理服务，破解了老旧小区治

理难题，社区环境得到改善，社区治安得到保障，社区物

业回归且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煤气开栓、下水管外溢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居民衣食住行均安心、放心、开心。其

次，针对老年人口居家养老问题，社区成立了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推行“医养结合”，打造长期居住、日间照料、

居家入户和家庭服务的“3+1”服务模式。开展生活类服

务和创新性养老服务，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特别建设

起120医疗紧急救援服务系统，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120医

疗应急、SOS生活应急求助、安全关爱紧急救援服务，补

齐居家养老紧急救援服务短板，体现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5]

2、倡导良好社风民风，激发居民自治效能

良好社风民风是指在社会上形成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积

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和民众行为规范，能够促使社会安定祥

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进而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社区内倡导良好的社风民风

有助于促使社区居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促使社区建设

风朗气清，守望互助。

H社区充分认识到居民文化程度和文化素养低下、对

党建作用认识不足等问题对社区居民自治产生的不利影

响，进而通过多方途径倡导社区内良好社风民风，提高居

民素质和文化水平，为居民自治提供保障。首先，社区以

文化铸魂，打造社区精神。为了深入践行“两邻”理念，

将“家”文化延伸发展到小区的家园文化，打造“与邻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