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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街道资金保障机制创新街道资金保障机制 助力宜居生活社区建设助力宜居生活社区建设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获批全国第二批街道管理服务创新实验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获批全国第二批街道管理服务创新实验区

让 早 凋 的 花 朵 重 沐 阳 光
浙江省乐清市“阳光护航”项目关爱涉罪青少年，对75名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3个孩子恢复入学，其余72个孩子顺利回归社会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运用

互联网思维、信息化手段，纵深

推进“大联动·微治理”体系建

设，抓好社区网格员社会化专业

化专职化和“巡办分离”综合改

革，建设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典范城区……

今年以来，成华区将“全国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建设

作为全面深化社会治理的又一

次重大契机，紧扣“街道社区资

金保障机制创新”这一实验主

题，制定建设工作方案，成立“实

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街道职能转变改革、街道财政体

制改革、街道公共服务提升三个

工作组，建立定期工作会议制

度、现场竞进拉练制度、工作进

度通报制度、跟踪考评问效制

度，形成任务明晰化、运作效能

化、管理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全

力推动“实验区”建设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

公共服务管理面临
巨大新需求缺口

成华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

东北部，由国务院于1990年批

准设立，全区工地面积108.6平

方公里，辖14个街道办事处、

112个社区，实有人口128.9万。

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

大农村”，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

城市化进程深化，不少“单位人”

下岗分流集中在企业生活区成

为“社会人”，大量农村务工人员

迁徙到城市社区成为“流动人”，

原有“熟人社会”变为“生人社

会”，过去供需基本平衡的公共

服务管理面临巨大新需求缺口，

给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带来严峻

挑战。

面对挑战，成华区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中

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重大部署，遵循

超大城市治理新规律，把握科

技革命新趋势，顺应城市转

型新要求，回应企业群众宜

居宜业新期盼，积极争当成

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城市排头兵。

2018年,成华区连续两年

获评成都目标绩效考评先进，先

后夺得 10项国家部委荣誉和

50余项省市先进；今年上半年，

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在五城区实

现“9个第一、5个第二”，成华

发展全面迈入转型跨越的“上

升通道”。

构建街道社区资源
统筹协调机制

以区域协同大党建链接共

建主体。围绕“打破壁垒、建强

堡垒”，在全区14个街道和112

个社区均成立区域党委，吸纳

260余名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

人、非公企业出资人等作为街道

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兼职”委

员，形成“街道党工委（挂区域党

委牌子）+社区党组织+辖区单

位党组织”区域化大党建组织体

系；坚持党建带社建，积极用区

域化党组织体系整合行政资源

和社会资源，构建形成“区自

治组织服务促进会+街道自治

联合会+社区居委会+院落社

团”基层治理体系，以及“区级

市民中心+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站+院落连心驿

站”四级便民服务阵地。为努

力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组织

效能最大化，成华区全区所有

街道和社区全面开放活动阵

地，72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完

成亲民化改造，300 余个单位

无偿将自身党建场地向社区和

群众开放，450 个单位与街道

社区签订共建协议，认领共建

项目680个。

以街道职能大转变承接共

建资源。聚焦为街道松绑减

负，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相

关职能部门下沉街道的事项必

须经区委政府研究批准，同时

严格按照“人随事走、费随事

转”原则匹配相应保障；聚焦为

街道赋能增效，赋予街道对职

能部门派驻机构负责人的考核

权和任免建议权等“五项权

力”，强化街道统筹社区发展等

“五大职能”，着力构建“权责对

等”的街道社区财政保障综合

统筹机制和便捷高效的资金拨

付机制，1000万元以内城市建

设管理项目由街道自主实施，

区财政审批机动经费和预留资

金平均时限由 25 天缩短为 5

天，让街道既有精力更有权力

财力为企业和居民做好优质服

务管理。

以社区治理大联动拓展共

建渠道。创新构建“大联动·微

治理”体系，统筹推进社区网格

员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专职化

和“巡办分离”综合改革，着力建

强基层实时高效发现问题的

“末梢神经”；同时，在线上打造

智慧治理中心和安全防控、政

企互动、政民互动三大平台，开

通区长信箱、局长信箱以及

96966热线，今年以来平均每日

受理诉求 600 余件，解决率

95%、其中99%的事项在街道社

区就能解决。

创新街道社区资金
多元投入机制

激活企业投资叠加放大效

应。政企共同投入、协同推进企

业生活区“三供一业”改造、老旧

院落整治、环境配套提升等工

作，西油公司投入5000余万元

对石油苑和锦华苑老旧院落进

行综合整治，成发公司投入1.42

亿元实施生活区提档升级，探索

出政企良性互动、复合共治新路

子。中车集团投入2.07亿元与

区政府共同推进八里二仙片区

5.5平方公里城市有机更新，建

成开放“机车公园”“四季花园”

等特色街区，完成机车大院改旧

塑新，成功打造艺展中心等网红

打卡地。

强化政府资金基本保障功

能。完善街道经费保障和财政

投入增长机制，2018年街道总

财 力 达 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1%，占全区财力的比重由

14.0%提高到17.2%。按照“费随

事转”原则，向街道拨付各类专项

经费3.27亿元，为每个社区每年

匹配20万元公服资金，新设立

2亿元社区发展治理专项保障

资金，今年以来专项保障资金使

用率达80.1%、同比提高30个百

分点。

发挥社区基金专项支持作

用。成立“成华区社区发展基金

会”，先后成立29支社区专项基

金，正在抓紧筹建10余支社区

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各自社区做

好社区治理、扶贫济困、环境提

升等相关领域工作。借助慈善

会公益平台和99公益日慈善募

捐等活动，推出“社区领路人培

养计划”等一批社区治理新项

目，努力以项目为纽带链接社

会资源、吸引公益资金投入，辖

区内社区治理资金募集渠道不

断拓宽，公益资金投放更加精准

有效。

完善街道社区资金
使用管理机制

完善以基层需求为导向的

资金投放制度。成功引进培育

26家“功能型”社会企业和138

个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文

化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教育、

体育等领域专业服务。坚持“政

府主导、市场主体、商业化逻辑”

抓好社区服务设施运营，在下涧

槽、和美等社区创新构建“政府

建综合体+社会组织助运维”“1

个枢纽型社会企业领办+多个专

业机构参与”“公益+低偿”等社

区服务载体运营全链条商业化

逻辑，让服务主体能自我造血维

系运营、政府对社区载体运维扶

持能够适时退出。

建立以优胜劣汰为核心的

以奖代补制度。全覆盖组建

15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的“三

级社区规划师”队伍体系，全面

开展社区发展项目规划设计，

每年组织一次区级项目评审，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获奖

项目分别给予10万元~30万元

规划设计奖励，并优先匹配项目

建设资金。去年以来，成华区启

动实施社区规划师优秀设计项

目161个、已完成投用项目99

个，有效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

绩效。

探索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的

绩效评估制度。制定《街道社区

资金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办

法》，创新社区建设项目民本化

绩效评估机制，严格由居民代表

和利益方群众组成“第三方机

构”对项目打分，邀请专业机构

或职能部门进行验收，对测评满

意度低于80%的项目敦促责任

主体立即整改，确保街道社区资

金使用透明高效。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成华

区下一步将以“三聚焦”深入

推进“实验区”建设，即，聚焦

可持续发展，将街道行政区划

调整改革与深化街道职能转变

改革统筹谋划，促进街道资源

整合力、服务供给力、产业支撑

力“三力提升”；聚焦现代化治

理，创新产业功能区管委会与街

道“委街融合”运行机制，实现做

强街道实力与做优服务管理互

促共进；聚焦多元化投入，充分

发挥成华社区发展治理基金、成

华区慈善会平台作用，培育壮大

社区基金，两年内实现全区112

个社区专项基金全覆盖，形成全

区“1+N”基金体系，更加有效地

链接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为

成华社区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文图由成都市成华区民政

局提供)

□ 徐琴微 胡纪桂

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少年就像

绽放的美丽花朵，但是他们中的

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失足涉

罪。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但

社会并没有放弃他们，浙江省乐

清市公益慈善基地有这么一群热

心的志愿者，他们通过基地现场

心理辅导、上门走访、微信电话跟

进等方式，一次次地耐心帮教，用

爱心感化，让这些早凋的“花朵”

重沐阳光，回归社会。

这些志愿者来自浙江省乐清

市合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浙

江省乐清市合美婚姻家庭工作

室，以下简称乐清合美），因对涉

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突出、成

效明显，2019年 3月，乐清合美

入选浙江省青少年事务示范机

构评选。最近，该社工机构获评

“温州市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示

范机构”荣誉称号。

据乐清合美副理事长刘晓静

介绍，乐清合美于2018年7月启动

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阳光护

航”项目，通过建立专业社工“一对

一”的社会服务帮教机制，为涉罪

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

务，至今已对75名涉罪未成年人进

行帮教，已帮助3个孩子恢复入学，

其余72个孩子均顺利回归社会。

据了解，“阳光护航”项目执

行志愿者有30位，其中持证国家

三级、二级心理咨询师29位，国

家中级社工师5位，国家初级社

工师 3 位，温州中级社工师 2

位。他们针对不批捕、相对不起

诉、附条件不起诉等不同的情况，

进行分门别类，实行不一样的帮

教流程。开展涉罪未成年人的社

会调查，进行个案管理，提供心理

辅导、生涯规划、资源链接等服

务，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和面对因

案件带来的标签化效应所引起的

心理、情绪、上学、就业、家庭、社

交、行为等问题，使其最终能够融

入社会、守法自立。

“我们第一次见到涉嫌聚众

斗殴的犯罪嫌疑人小明（化名）

时，是在检察院。”2019年6月初

的那一幕，帮教志愿者郑旭琴至

今仍记忆犹新，她初见小明时，

他略显腼腆，心事重重。

“通过深谈，我们了解到他有

一个不幸的家庭。”郑旭琴说，他

父亲在他年幼时因病截肢，母亲

离家出走，抚养小明的奶奶因伤

心过度也离开了人世。初中毕业

后，他就去做空调安装工、烧烤工

等维持生计，斗殴涉嫌犯罪让小

明对父亲深感愧疚。

帮教社工刘晓静通过关注小

明的“朋友圈”发现，小明深深思

念着失联多年的母亲。于是刘晓

静鼓励他写信，通过观看心理剧

的方式化解他内心压抑了十几年

的对母亲的复杂情感，运用ABC

合理情绪疗法，消除内心的负罪

感，使小明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进

而改过自新、积极投入到工作之

中。两个月的时间里，帮教志愿

者通过微信跟进与8次面对面心

理辅导结合，小明实现了美丽蜕

变。帮教结束，小明给两位帮教

志愿者写了感谢信。

“通过‘阳光护航’帮教，能让

这些失足的青少年开始新生，我

们还是挺开心的。”刘晓静由衷地

表示。

成都市成华区实施“全国街道服
务管理创新实验区”建设，探索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有效路径，
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工作推进会现场

歌唱祖国歌唱祖国 共贺国庆共贺国庆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中

建路桥集团湛江大道项目部开展了以“我和我的祖国”为

主题的系列活动。图为一线职工挥舞国旗欢唱《我和我的

祖国》。 侯宇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