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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社区搬迁群众来自该县各个乡镇，由于人口数

量偏多、人口结构比较复杂以及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社

区治理比较困难。

1、社区环境卫生管理难度较大

由 于 社 区 搬 迁 群 众 都 来 自 于 农 村 ， 长 期 生 活 在 农

村，搬入新社区以后，从农村瓦房到社区楼房、从分散

居住到集体社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适应的

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生活习惯还没有改变，随处乱

扔垃圾、楼道乱堆杂物、高空抛物等现象随处可见，群

众意识落后影响着社区的管理。

2、社区无专业的物业管理

金穗社区搬迁群众是2019年搬来的，截至2022年还

没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社区的公共设施如绿化、道

路、路灯、下水道出了问题，都没有专业人员维护，很

多时候就只能靠搬迁群众自己解决。由于没有专业的物

业管理，只有靠社区干部来管理，但是社区干部人少工

作多，因此小区内的管理就存在一定难度。

（四）基础设施后续保障不稳定

虽然搬迁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但后

续基础设施的保障值得关注并解决。目前金穗社区基础

设施后续保障不稳定。

1、搬迁户人口自然增长后住房面积无法满足生活需求

目前搬迁群众中，一部分人家由于婚后生子，家里

至少增加两人，住房就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其中一家搬

迁户搬迁六人，实际得到120平方米的住房，但是目前他

家12人，人均才10平方米。这种情况下，老家得不到修

建新房，城里买不起住房，面对这个问题虽然政府已采

取租赁补贴，但是只能解决眼前问题，长期这样下去有

一部分群众的住房就得不到保障。

2、搬迁社区后续设施维护

由于金穗社区是该县搬迁最晚的一个搬迁点，各方

面基础设施都不完善。比如：车位、充电桩不规范、下

水道的维护、办公地点简陋、房屋漏水等等，这些后续

维护有时得不到更好的保障。

（五）后续就业扶持成效不明显，力度不强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就业就

是保最大的民生。因此解决了就业问题，才能让搬迁群

众搬出后“稳得住”。

1、劳务输出困难较大

搬迁群众中，有劳动力的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在家

中的成员除残疾的，多以老年人为主，还有一部分外出

觉得太远，推荐的就业又觉得工资低。面对这些问题，

劳动力与岗位需求难以匹配。

社会·社区丨Society & CommunityＳ

2、公益性岗位管理还有待规范

搬迁群众中一部分贫困户存在不能完全履行工作职

责的现象，同时存在一部分有劳动力的人仍然依靠公益

性岗位解决就业问题，一部分人占着岗位，由家里老人

顶着，自己则外出务工。对于部分60岁左右但仍有劳动

力的人外出无法就业，公益性岗位又不能解决。

新时代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金穗社区的治理对策

（一）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源泉。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

攻坚“五个一批”的重要举措之一，安置点党组织承载

着团结搬迁党员和搬迁群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的重要使命。我们必须抓基层、打基础，必须围绕中

心、服务群众、强化功能、建强队伍，进一步加强安置

点组织建设，夯实安置点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1、发挥好党支部的引领作用

为了能够及时、更好地了解搬迁群众的各种需求，

金穗社区在七家湾街道的引导下，把社区党组织体系建

设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金穗社区于2019年7月成立

了党支部，参加党务工作的党员有4人，其余党员都属于

搬迁群众。为了充分发挥党支部在社区治理中的堡垒作

用，使搬迁社区的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党组

织健全后，支部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建工作

重中之重。

2、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

金 穗 社 区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班 子 人 员 队 伍 逐 渐 配 齐 配

强，社区有驻村第一书记1人，驻村干部2人，居委会干

部4人，现有党支部书记1人，副支书1人，副主任2人，

监委会主任1人，有社区工作者、公益性岗位4人。工作

人员学历要求基本都在高中及大学专科以上。针对金穗

社区工作，该街道面向社会招聘、从搬迁群众中选配等

方式，选出2名干部参与金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为

促进对搬迁群众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金穗社区干部对

搬迁群众采取了分楼栋、包服务的措施。

（二）促进社区居民意识提高，加强搬迁群众参与

社区治理意识

针对金穗社区搬迁群众对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比较

薄弱、参与力度不强的现状，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1、健全搬迁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他们参与社

区治理的意识

搬迁群众中由于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健康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