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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通过楼栋党群服务角、居民联络群等渠道参与社区

治理，支持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担任小区管家、楼栋

长，让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嘉和社区为提升群众参与社

区治理质量，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并打造 “红管家”志

愿楼长服务队，由辖区32名党员、居民志愿者组成，主

要从事文明倡导、政策宣传、治安巡逻、社区管理等服

务工作；万和社区则充分发挥党员专职特长，定期开展

义剪义诊、文明社区建设、法律援助等活动。拓宽党员

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

康新街道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探

索，实现了治理资源在党群服务阵地集聚，为解决流动

人口聚集社区的治理提供了积极经验。

流动人口聚集社区治理的问题诊断

（一）治理主体较为单一，治理体制不顺畅

1、管理合力未形成

康新街道辖区范围处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

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康新街道办事处四方共建共管状态，且各方并无

隶属关系。虽然市委、市政府已印发了《鄂尔多斯市经

济开发区（园区）管理暂行办法》，但未相应配套建立

统筹协调、合作共建的有效机制，导致没有形成强大的

工作合力，制约着工作高效开展。

2、共驻共建有待提升

一是在街道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政府“全能

型”角色仍未彻底改变，对潜在的社会及市场力量重视

度不够，从而导致治理主体一元化、层级化。二是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需要民政、教育、卫计、公安等多部门间

的协作配合，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各个部门往往以自身

建设为主，信息共享不足，从而导致在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中存在多头管理、合力不足的情况。

3、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目前辖区内已配备社区、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交管支队、派出所、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并有超

市、理发馆、饭店等个体工商户218家，看似能够满足人

们的日常需求，但基础设施仍然不够完善，如消防、安

防、技防等设施不全，中学、公园绿地、露天文化广场

等暂未列入建设计划。

（二）人口流动性强，治理内容较多较难

1、流动人口信息更新慢

目前悦和社区、嘉和社区、万和社区人口总数已达

20000人左右，且仍处于人口基数不断上升期，其中约

400个家庭流动性较大。相较于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

的流动性和流动人员的异质性，三个社区目前工作人员

数量平均约为9人，社区工作人员极少，流动人口数量

极多，导致社区工作人员和流动人口入户见面率相对较

低，对住户情况及辖区苗头性问题了解不够精准及时。

2、流动人口需求多

一是劳动权益保障需求。部分人员存在超时工作、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有些妇女不能享受孕期劳动

保护。二是职业培训和就业需求。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有

限，拥有相应证书或曾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则更少，导

致他们没有固定工作或找不到称心工作，从而在就业市

场中处于劣势。因而流动人口具有迫切的职业技能培训

需求。三是社会支持需求。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仍

以家人亲属为主，社会支持主体单一，这也使流动人口

在生活和工作上更易陷入困境。四是家庭教育需求。街

道社区的居民子女上学、学校离家较远等问题成为流动

人口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

3、综合治理压力大

对 街 道 社 区 来 说 ， 辖 区 居 民 住 房 存 在 转 租 转 借 问

题，导致摸排不到真实的居住信息，加大了管理服务难

度；对行业管理部门来说，综合治理难度凸显，辖区以

流动人口为主，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异质性强，加之流

动性强，辖区派出所全年出警次数，约70%集中在悦和、

嘉和、万和三个社区。

（三）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不足，治理效果有待提升

1、活动参与广度不足

流动人口多以中低收入人群居多，生活压力大，为生

计奔波，除部分中老年人、儿童参与社区活动外，18岁至

45岁之间的居民社区活动参与度低，社区归属感不足。

2、居民自治有待提升

一是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不足。社区居委会经常忙

于上级派发的行政事务，削弱了其根本的自治功能，在

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不能很

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降低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二

是居民自治能力弱。社区居民缺乏自治意识，社区缺乏

居民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无法把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

个人组织起来，难以形成合力，大大降低了居民参与社

区事务决策的能力。

流动人口聚集社区治理的对症施治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强化和巩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党建

带群建，做好组织、宣传工作，凝聚群众、动员群众、

服务群众，统筹协调资源配置。同时，进一步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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