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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信访矛盾突出，一度成为阜康市“上访大户”。

网格党支部主动担当，从易到难，一一攻破，在工作中

逐 步 形 成 “ 情 绪 发 泄 、 教 育 引 导 、 倾 听 诉 求 、 查 看 现

场、握手言和”矛盾调解“五步工作法”。2018年4月，

在阜康市率先挂牌成立个人调解室。调解化解纠纷3000

余 件 ， 涉 及 1 3 0 多 万 元 ， 有 规 范 建 卷 的 调 解 案 件 4 5 0 余

件。调解市法院委托的棘手案件6件、协助其他街道社区

调解复杂纠纷6件，涉及案件资金20多万元。随着下水道

堵塞、火灾纠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网格党支部

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四）扎实推进党建物业联建

解决居民与物业矛盾是化解基层矛盾的重要内容。

阜康市倡导业委会选聘物业时注重调查物业公司背景和

社会评价，注重了解物业负责人的个人价值观等。阜兴

网格党支部带动建立物业党支部，并协助物业公司党支

部 开 展 经 常 性 爱 岗 敬 业 培 训 ， 物 业 从 业 人 员 的 法 律 意

识、服务意识逐渐提升，物业和居民矛盾逐年减少，物

业缴费率从60%提升至98%，2022年该物业公司党支部被

评为“州组织部党建示范点”。

（五）正确处理居民、物业、业委会、网格四方关系

四方关系是每个小区最关键的四对关系。业委会既

要积极维护居民利益，又要协助物业清缴“钉子户”欠

费、缓和与物业的关系。在党支部号召下，党员、楼栋

长、志愿者共同参与小区绿化、积雪清扫、公共设施维

护等，居民与物业间的对立关系得到融解，服务质量得

到保障，物业费跟随市场价格提高得到居民接受，居民

和物业公司双方利益均得到了保障。

阜康市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多网合一”的阵痛需要适应

阜 康 市 党 建 网 格 管 理 模 式 已 经 形 成 一 定 的 范 式 经

验，但当前网格化管理面临着“多网合一”的阵痛，综

治网格、城市管理网格等网格体系众多，且在快速整合

当中，社区现有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比

如“一网统管”要求社区干部兼任专职网格员，要下沉

在 小 区 网 格 ， 导 致 社 区 人 员 力 量 分 散 ， 一 些 工 作 的 分

工、一些专网业务的落实遇到了困境。调查中发现仅个

别 社 区 实 现 专 职 网 格 员 下 沉 ， 大 多 数 社 区 对 “ 一 网 统

管”还处在认识、接受的阶段；小社区面临的困难最为

明显，难以平衡下沉网格和“办公室”业务，对“一网

统管”的落实仍持观望态度。

（二）社区权责不清不统一

后疫情时代社区权力被无限放大，社区自身行使超

职权权力或者被动转换的权力常引发争论。社区在面对

这种权力（任务）时，选择性接受。社区党组织在考评

体系中处于弱势方，在遇到职能部门或者街道频繁公布

排名或限时的任务时，显得手足无措。调研中，社区普

遍反映各职能部门下派任务较重，疲于应付，比如经济

普查、人口普查、社保缴纳等。新出现的典型例子是冬

季清雪，街道要求由社区向所辖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分派

清雪任务，但各社区辖区单位数量、部门性质等差异较

大，普遍认为分配清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情感资源未挖掘，“熟人社区”难以形成

情感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润滑剂和调节器作用。 [3]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员跨小区、跨地域的流动更加频

繁，给基层治理增加了难度。同时，干部的流动和“新

官 不 理 旧 账 ” 的 影 响 也 较 明 显 ， 增 加 了 治 理 的 时 间 成

本。社区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更被居民认可，如果人

员调整过快，也会造成治理成本上升，并使一些基层治

理的好经验好方法持续性打折扣。信任和情感维系的反

复重新建立，增加了基层治理难度。

（四）沟通联动形式单一落后，智慧城市建设仍然

不足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对社区工作的真实

写照。一些职能部门要求基层“配合”、落实，但对体

制机制优化重视不够，热衷于“概念”创新，同一项工

作经常“从头抓起”。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大势

所趋，但各乡镇街道、各社区、各行业对智慧化没有整

体性长远性规划，单打独斗、重复建设、无法兼容现象

普遍存在。如阜康市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在硬件、软件方

面初具规模、效果良好，但仍然存在部门沟通不畅、社

区无法有效利用等问题，由单个职能部门单独全面推广

使用智慧城市平台的积极性不够。众多但又孤立的智慧

平台，还会滋生新的形式主义。

（五）围绕社区干部队伍的有效建设不足

当 前 阜 康 市 社 区 干 部 中 编 制 外 人 员 占 比 已 高 达

74.3%，即使这样，调查中90%的社区干部仍然认为工作

量太大。新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使“三办一中心”体系的

人员分配遭遇严峻挑战，部分大社区能实现固定部分干

部处理“行政、事务性”业务，其他人员全部下沉小区

网格，但一些小社区出现“网格挂名签到、社区办公”

等新的基层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全市400余名社区干

部中取得社区工作者证书的仅占7.7%，专业素养整体水

平不高，一些需要社区干部协助的任务，由于业务培训

和工作指导不足，经常返工，推动困难。调查中，部分

社区干部表示社区干部群体缺少社会更多关注和情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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