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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长市委组织部研究室 2023 年6月9日

【“基层治理”专题】

● 千秋街道：“三措并举”推动治理服务提质增效

● 广陵街道：多方联“建”，激活社区治理新动能。

● 仁和集镇：党建引领乡风文明评议走深走实

● 张铺镇：做好产业添“新”的守“信”文章

● 大通镇：“三点发力”打造基层治理新格局

□千秋街道上城风景小区党支部：“三措并举”推动治理服

务提质增效。筑牢红色阵地。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党群之家”，

融合党性教育、红色宣讲、书籍阅览等 5 项功能，内设“红色驿

站”，配备饮水机、应急药品等 12 个基础设施，切实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利用“红色驿站”，开展“党课开讲啦”

“警示教育”等理论学习 30 余场，组织健康义诊、红色观影等

便民活动 40 余次。打造先锋队伍。实行“在职党员双报到”机

制，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采取“日常应需服务+集中主题服

务”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居民点单、组织下单、党员接单”服

务体系。推行“先锋积分”制度，根据党员参与服务内容确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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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目前，共开展集中整治乱停乱放、私拉乱接等活动 20 余次；

开设“爱心小课桌”，惠及业主子女 400 余人次。搭建议事平台。

定期组织业委会、物业企业召开多方议事会，将业主反映强烈的

疑难问题放到“桌面上”协商解决。在小区微信公众号推出“爱

我家园”板块，鼓励居民积极建言献策，营造“群众工作群众做”

的良好氛围。目前，通过协商共治解决小区晾衣、电动车充电等

6 项硬件设施问题，完善路面改造、小区绿化等 7 项优化建设。

□广陵街道：多方联“建”，激活社区治理新动能。街道建

联盟。探索“党建+综合执法进小区”课题，从公安、城管等 9

个部门抽调执法人员常驻街道，组建街道综合执法队，承接涉及

小区管理的 12 个领域 56 项执法权限。目前，已集中解决私拉乱

接、乱停乱放等 10 个“老大难”问题。小区建支部。开展小区

党组织组建集中攻坚，按照有能力、有热情、有公心标准，采取

社区工作者“兼任一批”、小区优秀党员“推选一批”、退休老

干部“派驻一批”，配强小区党支部书记，组建小区党支部 54

个，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社区建品牌。整合区域党建资源，以

社区大党委为中心，统筹驻区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组成小区党建联盟。由小区党建联盟牵头，

按照基础保障、工作学习、政治生活、素质提升四类服务清单，

实施社区特色服务品牌创建，培育了“吾帮您”“驿家亲”等

23 个服务品牌。

□仁和集镇：党建引领乡风文明评议走深走实。规范评议程

序。由镇党委牵头，纪检、宣传等部门参与乡风文明工作全过程，

对评议过程和评议结果进行督查，包村镇干部负责全程指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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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监督委员会负责全程监督。采用“集中培训+观摩学习”相结

合模式，组织 12 名业务人员对各村进行集中培训，选定陶庄村

试点先行，组织其余村乡风文明评议工作具体责任人观摩学习，

“由点及面”引导各村（社区）做好评议工作。明确评议标准。

打通“线上+线下”多维渠道，宣传乡风文明评议工作并征集评

议内容，共征集制定 7 个方面基本评议内容，含 22 个正面清单、

31 个负面清单以及 12 个“一票否决”清单，提升群众知晓度和

参与度。探索建立月会商、季公示、年评议机制，每月结合召开

党小组会、村民小组会、支委会等进行交流会商，落实干部联系

群众制度，通过上门走访，了解群众日常生活习惯，从个人道德、

个人品行等方面着手，细化乡风文明评议标准。强化结果运用。

村党组织每季度对群众评议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并建

立奖惩机制，把乡风文明评议结果与好媳妇、好公婆评选等 5 项

评选工作，以及民主评议党员、发展党员、选拔村干部等 6 项评

优工作结合起来，将乡风文明评议结果作为重要依据。自乡风文

明评议工作以来，仁和集镇结合六亮行动，选树身边的好婆婆、

好媳妇、优秀党员等 30 人次，引导广大群众摒弃陋习、弘扬文

明新风尚。

□张铺镇：做好产业添“新”的守“信”文章。组建一支“智

囊团”。坚持“信用村吹哨、服务团报到”的服务理念，面向

5080 户信用户、65 家新型农业主体和 11 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统

筹镇组织部门、农业经济服务站、工业经济指导站等部门，联合

镇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抽调 80 余名优秀人才组建乡村产

业发展服务团。建立高效、便捷的产业服务模式，综合利用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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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一网式社会治理平台，推行“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使

信用户足不出门就能通过“全民参与”APP 实现产业诉求“一码

通办”。目前，累计办理产业服务需求 162 次。共享一个“资源

库”。由党委政府牵头、与辖区内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构

建“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村企联建、银村共建的

优势，打造 11 家金融服务室，精心推出共享产业指导、共享政

策信息、共享支持项目、共享技术培训、共享配套服务等“五享

套餐”，吸引资金、人才、项目等资源要素向镇域集聚，让金融

惠民政策在乡村落地，为产业振兴注入强大动能。目前，共帮助

73 户信用户申请信用贷 882.9 万元，7 户新型农业主体申请信用

贷 250 万元。厚植一片“新沃土”。坚持“项目为王”的发展理

念，有效整合各村信用资金盘活闲置资产，实现“抱团取火”。

为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八墩村、尚武村分别利用 200 万、

100 万信用资金盘活闲置资产建设标准化厂房，每年分别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 11 万元、12.4 万元，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沃土

良田”。

□大通镇：“三点发力”打造基层治理新格局。健全网格管

理。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合理划分网格，综合组织、综治、信访、

卫健等各部门，推进“多网合一”工作。目前全镇 12 个村（社

区）共划分为 95 个网格，每个网格均配备网格长和网格员，由

镇相关部门统筹，村（社区）网格长调度，网格员落实具体工作。

将 41 名党员志愿者融入网格，参与村（社区）治理、纾民解困、

宣讲政策法律等，打造“网格长—网格员—志愿力量”的治理体

系。推进干部履职。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机制，组织镇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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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在重要时期每日坐班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同时安排

陪访人员，对群众诉求如实、全面记录，并第一时间交由相关责

任人处理，明确办结时限。要求全镇党员干部结合各阶段中心工

作，常态化入户走访，深入了解群众急难愁盼怨。对发现矛盾隐

患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处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2023

年以来，大通镇排查矛盾纠纷 135 起，成功调处 135 起，调处成

功率达到 100%。推进农村建设。由镇党委统一调度，严格落实

“一村一法官”、“一村一法律顾问”、“一村一警”制度，做

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题必解。2023 年以来，已收到村民

咨询 20 次，基层普法宣传共计 2 次。一村一警建立村（社区）

警民议事群，每日宣传法制知识，群众有问题反馈，民警第一时

间处理，切实保障群众的法律权益，落实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

里”，打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基层。

报：部领导，滁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送：各镇（街道）党（工）委、市直各单位、本部各科室（电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