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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所“用”起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党群关系更加融洽和谐

推进“一有七中心”建设，着力提升硬件设施水平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魏都模式”
——看魏都区如何打造特色化规范化社区

3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值班总编 黄延伟 编辑 李梦源 校对 艾文

TEBIE BAODAO
电话：4396809 E-mail：xcrbzbs@sina.com

近段时间，一部描绘社区建设和居民幸福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红旗巷的孩子们》一经问世，立即荣登北京、河南、山东等地
新华书店2019年暑假优秀少儿图书榜单，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据悉，《红旗巷的孩子们》一书是魏都区委社工委副主任徐永胜以魏都区社区建设、居民生活为素材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很多群众细心阅读之后，不禁为书中描述的社区精彩生活深深吸引。“走，到社区参加活动去。”成为书中的流行语，丰富多彩的社区
活动深深吸引了居民，在那里找到了家的温暖，享受到了规范化社区建设带来的精彩生活。那么，魏都区的社区建设究竟有什么魅
力？有哪些引人瞩目的成就？今日请读者朋友跟随《红旗巷的孩子们》的精彩描述走进社区，一睹魏都区社区建设的风采和成果。

“小区的西边有一条笔直的窄窄的小巷，
因为它有着光荣而悠久的红色历史，所以被
命名为‘红旗巷’。”

《红旗巷的孩子们》一书中的红旗巷社
区，原型之一就是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
一社区。近年来，七一社区党委以“党建+”
模式，精心做好社区的各项工作，夯实基层党
建，热心服务群众，赢得了居民的一致称赞。

近年来，魏都区大力实施“党建 1369 工
程”（“1”是党建引领，“3”是社区、社会组织、
社工人才“三社联动”，“6”是精心密织 600 个
网格，“9”是基层引领、基层堡垒、基层治理、
基层廉政、基本阵地、基本服务等九大工程），

充分发挥“党建+”作用，将党建和民生深度
融合，深入到每一项政策、每一个民生细节，
让居民切实感受到高质量党建的民生温度、
享受到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进一步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城市基层党建方面，魏都区构建了区、
街道办事处、社区、网格四级党组织为“主轴”
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在区级层面，形成

“一体两翼”，由区委统筹部署，区委组织部具
体协调，区委社工委主抓社区，对城市党建、
社区治理统一谋划、整体部署；在街道办事处
层面，形成“三员两办”，即街道办事处专职副
书记、纪委书记、组织委员 3 名领导干部专职

抓党建，党建办公室、纪检监察室负责日常工
作 ，党 建 人 员 配 备 占 街 道 办 事 处 总 人 数 的
30%以上，借助机构改革，将街道办事处 14 个
科室统一整合为党建办公室、综合办公室、社
会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和为民服务
中心，赋予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对派驻机构的
干部考核权、任免征求意见权、重大决策参与
权 等 5 项 职 权 ；在 社 区 层 面 ，形 成“ 两 专 三
室”，即社区专职副书记、党建专干 2 人专职
抓党建办公室，社区党建办公室、社区党校、
社会组织服务室负责具体工作，全面加强对
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等其他各类组织的领
导；在网格层面，形成“一长一员”，200 至 300

户居民为一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 1 名党建
指导员、1 名网格长，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
加精准有力、更加深入细致。

为扎实开展“主题党日”等一系列党建活
动，魏都区贯彻落实许昌市城市基层党建“双报
到、双报告、双服务”制度，接收省、市驻区党组
织和区直单位党组织 328 个、在职党员 1.3 万
名，与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党组织 134个，开展各
类共驻共建活动 1800多场。“通过创新基层党
建工作，实施‘党建 1369工程’，社区党组织的
凝聚力、向心力显著增强，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干
部的服务意识，党群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七一
社区党委书记马静高兴地说。

“省长到红旗巷社区视察工作，令社区干
部倍感荣耀，红旗巷社区迅速成为全市的焦
点。”

“我们制定实施了楼道杂物清理公约，楼
道内干净卫生了，居民还摆放了绿植，绘上了
五彩斑斓的壁画，变得更加漂亮了。”魏都区
五一路街道办事处许继社区党支部书记范学
政说，2017 年 10 月，省长陈润儿来到许继社
区调研，参观了该社区托老站、卫生服务站、
智慧平台等，对齐全的配套设施、贴心的便民
服务赞叹不已。

许继社区是魏都区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围绕
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魏都
区以建立居民公约治理新机制为抓手，积极

创新，主动作为，探索社区治理和基层服务新
路径，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于今年 4 月被民政
部授予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称
号。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魏都区始终
把社区治理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高标
准谋划、高质量推进，2017 年年底，魏都区成
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创建领导小组，抽
调精干力量组成创建团队，并与民政部社区
建设顾问组专家成员、华中师范大学陈伟东
教授联合组建社区工作研究中心，立足实际、
科学谋划实验区建设蓝图。经过反复论证协
商，魏都区最终确定了“实施公约行动，探索
居民公约治理新机制”的实验主题，得到了专
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作用，引导居民针对社区存在的问题，充分表
达诉求，集中民智推行公约行动，实现法治、
自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魏都区委社工委
相关负责人称，魏都区选取 15 个社区开展试
点工作，建立了 45 项居民公约，其中，问题治
理类公约 11 项，服务类公约 4 项，公益众筹类
公约 30项。

公约行动是魏都区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实验区的重要内容。围绕实施公约
行动，魏都区建立公约协商机制、执行机制、
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四项推进机制，组织居民
开展协商对话，以公约管人管事，推动了社区
治理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先进集体……一项项沉甸
甸的国字号荣誉，是魏都区社区治理工作骄
人成绩的最好证明，也是魏都区委、区政府带
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的结果。如今，到
社区参加活动去，是居民的自觉行动，也是广
大群众的真实心声，更是人民群众对魏都区
特色化规范化社区建设的认可。“结合市直部
分单位原办公用房移交魏都区的难得契机，
将一些位置合适、布局合理、面积适宜的公房
精心打造成为亮点社区，大力开展特色化规
范化社区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使社区真正成
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以优异的成绩向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魏都区委书记张书
杰充满信心地说。

“这座‘童话王国’真美丽，环境真优美，
房子真宽敞。”

“现在，社区的便民服务设施越来越齐
全，老百姓办事更方便了。”7 月 2 日，魏都区
东大街道办事处文惠社区居民马斌来到该社
区办理社保手续，宽敞明亮的便民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他感慨不已。

近年来，按照许昌市“一有七中心”规范化
社区建设标准（“一有”即每个社区有坚强有力
的党组织，“七中心”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综治
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着

力提升社区硬件设施建设水平。2017年、2018
年连续两年，魏都区共投入1.9亿元全面提升了
10个街道办事处、21个社区党建阵地，社区面
积由平均 400㎡扩大到 980㎡以上，其中，13个
社区被评为市级示范社区，7个社区被评为市级
规范化社区。

近 3 年来，魏都区大力实施“民生 365 工
程”，精心打造“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建成了
196 处体育健身场所、13 个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14 个社会养老机构等众多便民服务设施，
各项为民设施齐全，活动阵地面积达标，形成
了一个个管理民主、服务完善、安定有序、充

满活力的“幸福圈”，成为真正意义的党群服
务中心，也让群众收获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同时，魏都区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
集成、资源共享，并扎实开展政府购买社区服
务工作，由社会组织，企业提供优质的公益
性、专业性、技术性服务，实现社区职能转变
和服务增效。

“自从建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硬件设
施水平提高了不少，社区干部工作效率提高
了很多，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东大街道办
事处文惠社区书记张瑞敏说，社区党组织围

绕主业主责，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便民服务
等工作更上一层楼。

社区硬件设施水平不断提升的背后，是
“真金白银”的投入。据统计，魏都区每年列
支党建经费 920 万元、阵地建设经费 2000 万
元、党员培训经费 270 万元、社区服务经费
1032 万元。同时，魏都区社区干部实行社区
正职、副职、工作人员 3 岗 16 级的薪酬制度，
并对考取初、中、高级社工证书者增发 300 至
700 元不等薪酬，对考取本科、研究生学历者，
再增加一、二级薪酬，大大激发了社区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年一度的社区文化节拉开了帷幕，各
个社区要参加全区组织的文艺会演，还要推
荐人选参加象棋、拔河等种类繁多的趣味比
赛。”

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建安社区 6911
家属院的小朋友李晓鹏，对于暑假生活格外
难忘。“我喜欢在社区儿童之家和老师们一起
制作陶艺和泥盘成型画，既开发了智力，又锻
炼了动手能力，我觉得暑假这样过特别有意
义。”说起自己的暑假生活，李晓鹏格外开心。

这是魏都区充分发挥社区阵地作用，服
务辖区居民的有益尝试。阵地建起来了，如
何才能管好、用好？“魏都区从加强社区建设、
整合社会资源、完善阵地功能等方面入手，建

成了魅力创新型魏武社区、美丽和谐型西湖
社区、志愿服务型大同社区、商住共建型长青
社区、民族融合型兴隆社区，形成了‘一居一
品牌’的亮点频现的喜人局面。”魏都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申健民说。

在特色社区打造过程中，魏都区按照
“一社区一特色”的思路，以项目化运作和
品牌化创建为手段，开展了“全域特色社区
创建”活动，先后建成了红色教育型七一社
区、双拥共建型杨根思双拥社区、企地共建
型许继社区、美丽和谐型西湖社区等 20 多
个特色社区。例如，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
区，挖掘辖区红色历史资源，打造了党员干
部红色教育基地品牌，每周二、五定期在社

区开展红色读书会活动，并结合辖区孤寡、
空巢老人多的特点，打造了爱在夕阳红为老
服务品牌。西关街道办事处建安社区设立了

“桂菊调解室”，由社区干部、物业公司代
表、检察官、律师等组成调解队伍，实践总
结了“五诊疗法”（定期“出诊”、开门“坐
诊 ”、 急 事 “ 急 诊 ”、 集 体 “ 会 诊 ”、 组 织

“复诊”），小纠纷当场调处、大纠纷及时上
报、疑难纠纷集中研判，将矛盾纠纷消灭在
萌芽状态。“矛盾化解了，民心也就稳了，
12 年来，建安社区实现了零上访的目标，擦
亮了平安和谐的特色品牌。”建安社区书记
孔瑞霞称。

设施一流、功能齐全的活动场地，把居

民群众吸引过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2019 年春节期间，魏都区 86 个社区
相继组织开展了精彩纷呈的“社区春晚”，
带给群众欢声笑语，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全区 600 多个社会团体，定期到社区
开展公益活动，全年组织活动近万场。同
时，共青团魏都区委、魏都区教体局、魏都
区委社工委联合下发了 《关于在城市规范化
社区建立少先队中队实施方案》，在 10 个社
区建立了 10 支社区少先队中队，利用节假
日定期开展‘红领巾讲堂’，先后有 20000
多名少先队员走进社区参加活动，架起了一
座社区与孩子们之间互动交流的桥梁。”共
青团魏都区委书记李华说。

实施公约行动，打造社区治理新模式

市级规范化社区西湖社区一景

徐永胜所著的《红旗巷的孩子们》一书

杨根思双拥社区开展的“八一小课堂”

设施一流的西湖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七一社区健身活动场所

本报记者冯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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