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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为社会组织赋权，充分发挥其在德治中的独特优

势，凝聚治理共识。同时，要加强与各类基层组织之间

的互动合作，为村民提供更精准专业多样的服务内容，

推动治理优势向服务效能转化。

（三）规范制度引领：建立健全各项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党建引领的常态化保障机制。完善农村人

才保障机制。结合各地实际，注重对农村内部人才的挖

掘和培育。加强对村干部、产业发展能人、退役军人、

退休教师等内部人才的培训。出台各种奖补政策，将热

爱乡土的精英人才吸引到农村来，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提供外部人才支持。探索建立灵活的资金保障机制。以

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赞助、费随事转、抵偿服务等多元

化经费筹措机制，着力解决经费不足瓶颈。

二是建立健全以群众满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

严格落实中央《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建立健全以群众满意为导向的考

核评价机制，坚决整治以“是否留痕”印证农村实际工

作业绩等问题。健全基层干部奖励机制。建议对党建引

领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团体或个人给予物质奖励

和精神奖励进一步畅通村党组织书记晋升录用渠道。

（四）深化服务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服务质效

一是深化产业发展能力。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村集

体经济”协同发展、深度融合。建议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统筹整合自身发展资源，积极造血的同时，开拓思维，

打开眼界，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加大与社会企业的合

作，推行企业与村民联合发展集体经济，尽心竭力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强经济支撑。

二 是 强 化 服 务 引 领 水 平 。 农 村 处 在 基 层 治 理 最 前

沿，只有时时绷紧群众之事无小事的爱民之弦，时刻心

系群众、关注群众，及时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才

能提高群众满意度和治理实效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效精

细治理服务联民心、暖民心、聚民心，实现群众关心关

切精准投送。于细微处着手，才能提高民呼我应的基层

治理效能。

通过精细化管理服务联民心。建议制定首问负责、

限时办结、节假日不打烊和预约上门、全程代办等便民

服务制度，建立“信息收集、问题发现、任务分办、协

同处置、结果反馈”工作机制，为每个网格配备2名“全

科办”社工，每天对网格进行巡查走访，每周开展一次

全面排查走访，每月走访一遍流动人口、困难家庭，为

农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双管家”贴心服务。

通过特色化爱心服务暖民心。聚焦各村老弱病残等

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每周固定日入户走访，为特殊群

体提供养老保险认证、免费理发、义诊、生活照料、心

理抚慰、代办代购等暖心服务。同时，组建夕阳红合唱

队、广场舞队等居民文体活动团队，在端午、重阳等传

统节日组织开展“睦邻运动会”“睦邻情暖重阳”等系

列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对美好

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常态化志愿服务聚民心。整合社会组织、网格队伍、

在职党员、热心群众等力量，组建“为老”“伴童”“平

安建设”等志愿者队伍，围绕文体活动、心理疏导、医疗

保健、法律服务等内容，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突出价值引领：涵养善治乡风文明

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基层群众，实现价

值引领。建议发挥村民红白理事会、协商民主会等自治

组织的作用，以各种活动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农民日常生活中。二是挖掘本村乡土文化中的优

秀基因，将这些优秀因子融入村情民意中，融入村规民

约中，让基层群众自觉自愿接受良好乡风的浸润。三是

营造向上向善氛围。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传栏、

乡村广播等多种宣传方式进行道德宣传，利用老百姓身

边的先进人物和百姓宣讲团，讲好百姓身边的故事，去

感染影响群众，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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