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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交织等问题，延伸党建触角，采取联建、独建等方式

建立网格党支部、两新党支部、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

组，同时倡导小区党组织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成员双向

交叉任职，实现“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党

组织-社区网格党组织-小区党支部”组织网络全覆盖。

例如，朝阳社区以大型小区为中心，辐射商圈、工业园

区，建立了3个网格党支部；成立党建联盟领导小组，

街道联系社区领导担任组长，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副组

长，驻区单位党组织书记、网格党组织书记担任成员，

每月召开1次领导小组会议，统筹解决各项工作难题，建

立起高效运转的协调推进机制。

2、细化要素保障

将新型社区治理工作纳入城市基层治理年终目标考

核，治理工作经费纳入年初财政预算。加强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统筹管理城乡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成员和其他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社区工作者教

育培训。推动社区工作者专职化建设，社区干部取得社

工师证后除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每月给予专业职称补

贴。同时，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名社区专职网格员，下

沉小区开展工作，实现小区事务有人管，群众困难有人

帮的新型社区治理人才队伍保障体系。

3、深化活动开展

结合禁毒宣传、反诈宣传、疫情防控、森林防灭火

等当前各项中心工作，在社区持续开展“走服引”“五

进万家”等活动，全覆盖走访居民，收集解决居民困难

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聚焦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党员

三先”活动，即社区事务党员先想、党员先议、党员先

行，落实亮身份（党员佩戴党徽）、亮承诺（党员承诺

上 墙 ） 、 亮 业 绩 （ 每 季 度 评 比 服 务 标 兵 ） “ 三 亮 ” 制

度。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让党支部成为服务

群众“工作队”、排忧解困的“应急队”、攻坚克难的

“突击队”，促进了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同频共振、

深度融合，让党员成为连接社区与居民的纽带，夯实新

型社区治理党建基础。

（二）改善治理环境：“软硬件”双提升，拓展新

型社区治理深度

1、实施“硬件”改造提升工程

针对新型社区城乡环境相互交嵌、城市社区扩建环

境复杂的问题（例如清平社区、工矿社区），坚持“问

题”导向，积极争取整合各级财政资金，大力实施民生

工程，解决社区居民用水、用电、道路出行等问题，改

造提升社区污水管网、垃圾库、黑臭水体堰塘等，使新

型社区的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2、强化科技助力提升

持 续 推 进 “ 亮 化 ” “ 雪 亮 ” “ 慧 眼 ” 三 大 工 程 ，

推进治安复杂场所、交通要道路口和3个二级场镇安装

“雪亮工程”监控终端并接入街道综治中心，推进“慧

眼工程”。推进智慧化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小区治理社

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有效降低社区治理难度。

坚持信息化管理，推动社区管理向“智慧型”转变。以

服务群众为导向、以推动网格化治理为目的，打造智慧

社 区 云 平 台 。 建 成 综 合 数 据 库 、 一 张 3 D 全 景 地 图 和 网

格员管理终端，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单元，并

由网格员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管理，实现网格

内“人、地、事、物、组织”等全要素信息的常态化管

理，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

3、推进“三治融合”

针 对 新 型 社 区 居 民 结 构 复 杂 、 素 质 参 差 不 齐 的 问

题，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将社区环境

卫生、移风易俗等要求纳入居规民约，使遵纪守法、文

明新风的意识外化为居民的言行，推进居民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坚持普法活动为先、普法阵地为线，结

合群众衣食住行，见缝插针式开展“法治讲堂进社区”

活 动 。 实 施 “ 看 得 见 ” “ 记 得 牢 ” “ 践 行 好 ” 三 大 工

程，形成尊老爱幼、见贤思齐的社区文明风尚。

（三）强化服务保障：以服务群众为主线，提升新

型社区治理温度

1、统筹多元资源，推进区域化治理

注 重 横 向 联 合 、 纵 向 联 系 ， 推 动 跨 部 门 、 跨 系 统

的 区 域 联 系 。 主 动 协 调 解 决 驻 区 企 事 业 单 位 生 产 生 活

中 实 际 困 难 ， 邀 请 区 域 内 单 位 党 组 织 加 入 社 区 “ 大 党

委”，成立党建工作联席会，使基层党建工作触角不断

向社会延伸，给基层组织注入活力，实现“组织共建、

队伍共育、活动共联、资源共享”。清平社区坚持党建

带统战、带群建，将辖区10家驻区单位纳入区域化共联

共建大平台，通过与驻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落实需求

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共同推进组织联建、党建

联抓、党员联管、服务联动，凝聚成社区党建、社区治

理、社区服务的最大合力。

2、凝聚社会力量，健全群众参与机制

积 极 吸 纳 其 他 社 会 主 体 参 与 社 区 治 理 ， 打 造 新 型

社区多元治理格局。构建涵盖街道、社区、小区业主委

员会、社区居民、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社区治理共同

体，协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完善

社区居民议事制度，建立月联席会议机制，构建民事民

议、社区听证、社区论坛、社区评议等对话机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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