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省首创成立首个区级“街道呼·部门应”实体运行
机构——锦江区“街道呼·部门应”办公室，设在区委社
治委，作为破解制约超大城市主城区社区发展治理瓶
颈和“通病”难题的治理“中枢”，负责对全区“呼”“应”
进行统筹协调、安排调度、督促推进、暗访督查等。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赵 薇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 00332021.12.23 星期四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 本报记者 王 进

□ 何子蕊

连续4年获评“全省平安建设先

进区”“维护社会稳定先进区”，商圈治

理获评“中国十佳社会治理创新案

例”……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围绕推动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基层社区治

理改革创新，取得明显成效。

锦江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和成

都市关于做好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

和村（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后半篇”文

章有关决策部署，先后出台《中共成都

市锦江区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完善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城区现代治理体系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在全省探索制定并实

施《锦江区“街道呼·部门应”服务基层

工作机制》（以下简称《机制》）。

《机制》以“赋能、增效、便民”为导

向，以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等突

出问题为牵引，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等实践活动，聚焦强街优社、资源

下沉，创建治理“中枢”、重塑治理格

局，让服务在居民家门口集成、风险在

社区第一线化解、问题在城市最末端

解决，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百

米”，着力探索新形势下基层社区治理

的“锦江路径”。

创新顶层设计
做强治理“中枢”

“爱乐园”位于成都市晨辉东路与

金像嘉园相邻的地方，昔日垃圾成堆、

杂草丛生，高压线散乱掉落一地；如

今，这里鸟语花香，变成了拥有创享生

活馆、全龄生活馆、社区全龄美育中

心、科学中心、非遗中心等“二馆二站

五中心”的社区花园。

“以前，像‘爱乐园’这种需多个部

门协调、有时还涉及产权纠葛的‘疑难

杂症’，解决起来是十分困难、甚至根

本无法解决的。真的太感谢区委社治

委了！”锦江区锦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梁益莉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街道“看得

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责

权不对等、力量统筹不足等问题，是许

多大城市城区面临的“通病”。锦江区

“街道呼·部门应”之所以能让“爱乐

园”实现蝉变，是该区主动创新作为，

推动城市社区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

转变的一场深层次系统性变革。

“街道呼·部门应”工作机制的一

大特色和亮点是，以社区治理流程再

造为突破口，以“强街优社”为着力点，

创新顶层设计、做强治理“中枢”，将原

来“部门呼”“街道应”的旧方式，转变

为“街道呼·部门应”的新常态，从根本

上夯实了基层社区治理的底部支撑。

锦江区委社治委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区以问题为导向，在全省首创成

立首个区级“街道呼·部门应”实体运

行机构——锦江区“街道呼·部门应”

办公室。该办公室设在区委社治委，

作为破解制约超大城市主城区社区发

展治理瓶颈和“通病”难题的治理“中

枢”，负责对全区“呼”“应”进行统筹协

调、安排调度、督促推进、暗访督查等。

与此同时，锦江区将基层社区治

理与党建创新相结合，以成都市“十大

幸福工程”为依托，强化流程再造，重

塑“党建+群建+共建”治理格局；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组织网

络体系和“一核多元”模式，为突出解

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提供重要组织

和制度保障。据统计，该模式启动运

行至今，解决简单事件2.2万余件，一

般问题及以上事项275件，办结率达

99%，群众满意度达97%。

强化“智慧”互联
创新运行管理

2021年4月，锦江区书院街街道

办接到市民有关武成门桥、新华桥排

水口“水质污染”相关投诉后，通过区

“大联动、微治理”智慧化信息管理平

台，迅速启动“街道呼·部门应”工作机

制。通过“街道呼·部门应”办公室协

调，短短45天内，这起河道水质污染

事件就从源头上得到根治。

对于一个超大城市主城区来说，

要让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记者注意

到，锦江区“街道呼·部门应”机制不仅

在顶层设计上大胆创新，而且在运行

流程和管理机制上聚焦突破，先后出

台制定《锦江区“街道呼·部门应”服务

基层工作机制运行流程（试行）》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和措施，强化闭环留痕、

确保畅通高效。

精准施策，实施流程再造。锦江

区重构领导体制、破解“九龙治水”，重

构协同机制、破解“权责失衡”，实施强

街优社，赋予街道“考核权”“征得同意

权”“统一指挥调度权”“统筹协调权”

“综合管理权”等5项权限，通过明责

赋权、重心下移、街社双向联动等，夯

实“条专块统”职能，破解“单个部门难

执法，多个部门难协调”问题。

精确“制导”，确保呼应有序。锦

江区明确要求按照“问题收集、集中研

判、分级呼叫、派单调度、全程跟踪、结

案备案”6个流程执行“呼应”机制、处

置所有问题。由各街道依据《锦江区

“街道呼·部门应”综合性事项清单》，

按简单问题、一般问题、复杂问题3个

等级常态化归类收集各种问题；按照

“简单问题”自行处置、“一般问题”对

口呼叫（部门）、“复杂问题”“街道呼·

部门应”办公室“两次派单”联动处置、

“重难点问题和突发性问题”区领导

“逆向派单”等4种方式启动“呼应”机

制，各单位严格执行。

精细管理，强化“闭环”留痕。锦

江区着力“互联网+呼叫响应”全流程

集成，打造成“互联网+政务服务+民

生服务+便民服务+应急处置”综合信

息平台。街道启动“呼应”机制，均需

通过区“大联动、微治理”信息系统和

填报上述纸质“呼叫单”，做到信息互

联、数据畅通。“街道呼·部门应”办公

室定期对各街道呼叫准确度、呼叫和

派单问题落实情况、化解率等进行督

查通报，实施“呼应”机制全过程智慧

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

正是在这样的新思维新理念新举

措下，上述河道水质污染事件，才最终

在“街道呼·部门应”机制下形成跨区

域、多部门联动，得以高效圆满处置。

该模式运行至今，全区基本实现问题

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掌握、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实施逆向评议
着眼长效治理

最近一段时间，锦江区负责处路

灯维护相关部门的同志既兴奋又忐

忑。兴奋的是，一段涉及上万居民“回

家的路”，终于被他们“点亮”了；忐忑

的是，这件事虽然居民很满意，但最终

效果评价还要由问题“呼叫”街道根据

处理标准指标进行集体评议、综合书

面打分而定。这种被称为“逆向评议”

的评价打分，将直接与整个单位的年

终绩效挂钩。

记者近日在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办

“‘街道呼·部门应’过程评议打分表”

上看到，“点亮回家的路”呼叫事件中，

从（呼应）“报到”到（处理）“专业性”，

再到（责任）“担当意识”，再到（工作）

“配合度”，再到“办理结果”，街道都给

他们打出了20分的满分，总分也是满

分100分。

这种打分有必要吗？会不会成为

形式？长期工作在社会治理一线的锦

江区相关工作人员说，“这是锦江区着

眼社区长效治理的一场自我革命，‘斗

硬’是其中一大亮点。此举对于提升

基层治理质效，有效打通社区治理‘最

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为做好此项工作，锦江区专门出

台了《街道评议区级部门试行办法》，

采取过程评议和年度评议7:3相结合

方式，实施“一事一评”“一月一考评”

“一月一通报”制度，坚决杜绝“感情

分”“人情分”。锦江区每年还面向社

会发放收集基层社区和居民群众评价

打分表1000余份，由社会各界对全区

部门进行评议，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

核。这种“不近人情”的逆向评议，既

显“正气”、又增“心气”、更接“地气”。

全区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党员群众

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社会

治理的强大活力。

2021 年 7 月，位于锦华路一段

275号的东光商城由于年久失修等原

因，各种安全隐患愈演愈烈、久拖不决。

锦江东湖街道办接到群众反映后，第

一时间启动“街道呼·部门应”工作机

制，并按照多部门协调会议精神制定

整治方案，占道堆物、违章搭建、线路

乱象、消防设施缺失等多个“老大难”问

题不到半个月时间就一一化解。6月

30日~7月13日，共拆除违章搭建14

处，换装电力线路、管道520余米，更换

RTO设备、电箱等12处，多方督导评

议均十分满意，群众无不拍手称好。

锦江区的“街道呼·部门应”服务

基层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基层群众身

边的“闹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

是该区强化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生动

写照，对于有效破解基层堵点和难点

问题、加强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具有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意义。

日前召开的中共成都市锦江区

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未来5年建设

“品位锦江·幸福城区”的奋斗目标。

锦江区将深化“街道呼·部门应”服务

基层工作机制，推进街道“三融合、四

统一、一平台”管理机制改革，促进社

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积极创建

全国基层治理标杆城市先行区，为市

民提供更多可感可及的美好体验。

“街道呼·部门应”探索基层治理“锦江路径”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转变原来“部门呼”“街道应”的旧方式，首创“街道呼·部门应”新机制，

解决问题2.2万余件，办结率达99%，群众满意度达97%

□ 史英杰 王文竞

城市建管作为最贴近民众的民生

工作，是维系好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

重要一步。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路

南区把城市建管作为中心城区的主责

主业，把加强基层党建作为贯穿社会

治理的一条红线，通过优化和完善街

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度，把辖

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和居民自治功能

进行有效融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组

织、党的服务全覆盖，在全区打造“初

心家园”，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和获得感。

“红色物业”
变“独唱”为“大合唱”

“物业在社区基层治理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其管理具有‘扎根基

层、贴近业主、覆盖广泛’等特点，因而

打造真正适合基层管理的物业服务至

关重要。”路南区永红桥街道组织员介

绍说，路南区坚持把以党建引领物业

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着力将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

治理优势，在全区范围内着力打造以

党建为引领的“红色物业”。

据了解，路南区结合实际制定了

三级物业管理工作机制，成立路南区

物业管理改革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和专

项指挥部，建立由主管副区长任召集

人的区级物业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成立街道、社区两级物委会，由街

道和社区书记兼任主任。在街道设立

物业管理办公室，实行分散办公、定期

碰头制度，由选派的物业管理员对物

业公司进行指导，帮其提升服务质

量。选派经验丰富的社区书记担任辖

区物业公司党建指导员，形成基层党

建工作与社区物业服务的有机融合，

物业由过去的“独唱”变为“大合唱”。

对于没有物业公司的小区，由街

道社区党组织兜底，引进“红色物业”

或发挥小区党员作用，通过业主自治、

社会提供保障性服务等方式，为小区

提供基本物业服务。

按照路南区印发的《关于理顺物

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区

治理的实施方案》，全区内的社区要实

现物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党

的组织、“六位一体”治理格局三个百

分百全覆盖。截至目前，经过开展社

区协商会，有效解决物业管理中的各

种问题312个。

“三方联动”
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人民城市人民建。在路南区梁家

屯路街道尚信社区，智慧社区红色物

业管理平台建立了“一人一档、一企一

档、一车一档”的精细化管理，能够第

一时间了解和解决居民需求。

各社区的有效基层管理得益于全

面深化“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路南

区从机关、“两新”企业等单位推选党

组织负责人担任街道的党工委兼职委

员，建强街道党工委“龙头”，优化完善

街道“大工委”。同时，把辖区内各类

党建资源进行整合，吸纳驻社区兼职

委员，深入落实党员“双报到”机制，充

实壮大社区“大党委”，打造紧密结合

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形成引领推动基

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

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整合政法、公安、司法、城

管、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等多部门力

量，建立共同参与的综合执法联动机

制，共同推进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和智

慧平安小区建设。广泛发动群众，鼓

励有威信和号召力的党员参选楼门

长、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作为代表

群众、服务群众、储备基层治理的“红

色种子”，推动形成“小区事、大家议”

的工作格局。

全面推行“一征三议两公开”。让

群众充分参与到社区各项事务的决策、

管理、监督全过程，以服务群众为方向，

通过群策群力、多方联动，解决设施改

造、物业费收缴、垃圾清运等难题。

“社会智理”
数字化向基层延伸

路南区持续推进服务资源，将基

本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以及有关部门

需由社区协办事项一并纳入管理，推

行“一站式”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

革，使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党

在城市执政的坚强阵地和服务群众的

温馨家园。

“这是在全区‘雪亮工程’中打造

的综合治理中心，在这儿我们能实时

发现社区内出现的安全隐患，并及时

进行处理。”南富庄社区书记所说的“雪

亮工程”，是路南区为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开展的专项工程。该区对152个小

区安防设施进行实地勘验，做到“一区

一档”、底数清楚，集中财政资金推动前

端设备建设及联网工作，打造完成了区

级综合治理中心。目前，“雪亮工程”

已完成843路视频的接入、图像共享

工作，11个终端实现互联互通100%，

群众百姓安全感、满意度大幅提升。

据了解，路南区围绕精细化、高效

化，启动智慧平台建设，数字化向基层

延伸，实现了信息科技与社会治理更

深层次结合的“社会智理”。“智慧物

管”对原有管理模式进行进一步拓展

延伸，搭建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建成

区、街道、小区三级智慧物业服务体

系，开发了物业投诉、政务办理等多项

功能，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云平台、大

数据服务中心，让群众少跑腿；“智慧

养老”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对老年人

的智慧管理，如系统自动识别出80岁

以上老年人3天未出门，经过提示后

社区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察看；“智

慧服务”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互联网+

实体配送”电商服务，居民享受电商平

台购物积分抵扣部分物业费，不仅居

民能够得到实惠，也拓展了物业费收缴

渠道；“智慧安防”通过感知警务云系

统，采取VR全景、大数据抓拍人脸，智

能甄别，有效提升了居民幸福感。

“一支队伍”
夯实基层治理工作

路南区始终坚持对基层治理队伍

的不断优化，服务群众力量进一步加

强。目前，全区80个社区全部实现书

记、主任“一人兼”。在新选任的社区

党组织书记中，35岁以下11人，本科

学历以上36人；35岁以下“两委”干部

269人，占比51%；本科学历以上“两

委”干部214人，占比40.7%，实现了

年龄、学历、能力的“一降两升”。

为建立一支讲政治、有能力、靠得

住的“两委”干部，路南区采取“一把

手”授课、交流观摩、集中学习、实践拉

练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新一届社区

领导班子成员教育培训工作，持续拧

紧社区干部履职“发条”。截至目前，

共组织市区级以上培训13场次，街道

层面的培训8场次，观摩学习3批次，

实现社区工作者参训全覆盖。

通过分析研判、靶向施策、完善管

理“三步走”，路南区全面落实737名

参照员额制管理的社区工作者待遇，

形成了政策支持有劲、薪酬保障有力、

管理方式有序的良好局面。绩效薪酬

参照全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指导线以

“固定绩效”和“奖励绩效”两部分全额

发放，做到了全省率先完成、全市最高

标准，最大程度提升了社区工作者的

工作积极性，确保了基层队伍的稳定性。

党建引领汇合力 坚守初心有温度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创新探索实施社区治理新模式

延安延安：：创造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奇迹创造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奇迹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省延安市曾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过去的延安，“种一茬庄稼脱一层皮，下一场暴雨刮一层泥”，联合

国粮农组织专家曾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99年起，延安市率先在全国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历经20多年的接

续奋斗，森林覆盖率如今已达53.07%，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2.65%，成为

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

今日延安，“圣地蓝”成为一张靓丽名片，全年扬沙天气大幅减少、城

区空气优良天数增加，水土流失总面积减少降低了23%。

山绿了，天蓝了，水也清了。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的

过程中，人们充分享受延安绿色生态滋养。延安气候更加宜人，到处郁

郁葱葱、充满生机活力。

图为一对红嘴蓝鹊在吴起退耕还林公园飞跃。

新华社记者 陶 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