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月26日，江苏省举行“努力推动江苏在高质量

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专场发布会。江苏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镇江市、泰州市有关负

责同志出席。

05
２０23．8.1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江苏：促进多元参与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据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赵

庭朴介绍，江苏省各级民政部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

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

在前”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基层社

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部署

要求，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

民”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所需所

盼所急，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

以高效能治理为基础、以高水平

服务为手段，积极推进江苏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温

暖厚实的“民政答卷”。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完
善群众身边的服务管理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 。 省委省政
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

治理与服务、加强农村社区治

理与服务、加强新型农村社区

治理与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印发“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

打造服务平台。 持续推进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全省 2.13
万个城乡社区实现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全覆盖。大力推行“一门

受理、一站式服务、全科社工”服

务模式，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互联网+社区政务服务”“互
联网+社区商业服务”广泛覆盖。

促进多元参与。 建立健全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激发

活力、创新服务。

截至目前，江苏省共登记各

类社会组织 8万家，社区社会组
织 14.1万家，总数全国第一。各类
社会组织和 9.98万名持证专业社
会工作者、11万支志愿服务队伍、
2200 万名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城
乡社区一线，为居民群众提供多

样化、差别化的社区服务。2022
年，江苏省采取“公益创投”“微服

务”等方式，投入资金约 2.6亿元，
引导创新开展社区服务。

强化基本民生保障 ，切实兜
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截至 6
月底，江苏省共保障低收入人口

97.7万人，城乡低保平均保障标
准为每人每月 823元。全面建立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 87.34万
残疾人。

强化分层分类保障。 建成联
通 12 家省级部门和 43 家金融
机构的省级社会救助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平台，显著提升救助精

准度，开展温情社会救助改革，

“快”响应、“简”程序、“暖”服务，

实行民政领域社会救助“省内通

办”，积极拓展服务类救助。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五年
来全省累计接受慈善捐赠 283
亿元，社会组织累计实施各类帮

扶项目 7593个、33.17亿元，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

完善基本社会服务 ，用心用
情让夕阳更红 、花朵更艳 、生活
更美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系统
构建供给高质量、普惠高水平、

享老高品质的“苏适养老”服务

体系，全面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

度，努力推进从“老有所养”到

“老有颐养”。在全国率先形成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激励的系统性

制度化安排，省政府与民政部共

建高层次养老人才培养项目。

着力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
福利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建立
省、市、县、乡四级未成年人保护

协调机制，率先实施孤儿保障制

度和养育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率先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制度和“三步排查、四色管理、N
重关爱”的主动发现机制。全省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现县

级全覆盖，共建成乡镇（街道）未

保站 1315个、省级未保站（儿童
“关爱之家”）805个；1433名乡镇
（街道）督导员、21378 名村（居）
儿童主任活跃在基层一线。

构建 “苏童成长 ”协同关爱
机制，试点遴选践习基地 422
个，开展各类未成年人参访学习

活动 4270余场次，用心护航儿
童全面成长。奋力提升民政专项

服务水平，让民生福祉更加普惠

均等、便捷可及。

下一步，江苏省各级民政部

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助力

江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是突出为民惠民 ，提高生

活品质。 着力健全分层分类社会
救助体系，进一步落实落细救助

政策、适度提高保障标准，推动

社会救助扩围增效。进一步完善

“苏适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原

居享老”“社区安老”“机构颐老”

等养老模式融合发展，打造“15
分钟养老服务圈”。统筹做好社

会福利、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和残

疾人福利保障等工作。

二是突出基层基础 ，提升治
理效能。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浦江经验”，持续推进

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夯实党在基

层的执政基础，筑牢为民办事的

服务基础。进一步明确服务导

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

沉，改造提升和新建 300个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积极推行“微自

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融合共

治”的渠道，共同谋划基层治理

和民生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凝

聚“最强推动力”。

三是突出创新创优 ，汇聚改
革动能。 着力深化民政领域“放
管服”改革，增强为民服务能力。

以社会化、市场化手段增加为

老、为小、为困等服务供给；深化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社工

站）建设，推动服务专业化、精细

化；加快推进民政数字化转型，

构建多样化的服务应用场景，提

升民政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

可及性。

■ 本报记者 皮磊

自新兴领域 “两个覆盖”
（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

覆盖 ）工作实施以来 ，江西省南
昌市红谷滩区沙井街道把党建
引领促发展作为推动各项工作
的总抓手，围绕“项目为先、实干
奋进 ，争分夺秒拼经济 ”工作主
线，通过建强组织、做优治理、创
新服务等措施，着力推动党建工
作向全域拓展，以党建引领促进
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抓党建促发展
项目融合相辅相成

沙井街道辖区有 109幢楼宇，
在建重大重点项目 10个，总投资
额约 98亿元，是南昌市楼宇体量
和密度最大的街道之一。为统筹抓

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该街道依

托网格化管理，将辖区企业、商户

按行业类别、党员人数、规模大小

等分门别类、登记造册，避免造成

多头管理、资源浪费。今年以来，沙

井街道非公企业重点发展对象达

600家，已成立党支部 97个，个体
工商户重点区域党组织 2个。建立
工会组织 238个、妇联组织 30个、
团委组织 27个。

近年来，沙井街道率先在全

市打造了首个楼宇党群服务中

心。从完善组织架构到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从加强惠企帮扶到营

造一流环境，楼宇党群服务中心

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在服务

企业发展的思路模式上不断自

我革新，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让

企业发展难题在楼宇内得到有

效解决，切实提升服务企业工作

效率，“保姆式”服务助力企业茁

壮成长，该服务中心已成为党

员、人才的“蓄水池”和“孵化器”

及楼宇对外招商的金字招牌。

去年 11月以来，沙井街道党
工委把“测评制度化、过程指标

化、结果可视化”作为培养党务工

作职业能力素质的重要考核指标

和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将

党建业务知识、上级文件精神等

工作要点进行提炼，以定期测试

的方式倒逼党务工作者加强日常

学习，真正让党建成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抓政务强服务
职能整合相得益彰

为简化窗口、提升综合服务水

平，开辟线上政务公开专栏，打通

便民服务快捷通道，深化“放管服”

改革，沙井街道依托红谷滩区人民

政府网站、便民服务中心资源，打

造线上线下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

化阵地，让线上有速度、线下有温

度、群众更满意。今年 5月，该街道
荣获“江西省第一批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街道”称号。

近日，沙井街道沙井社区打

造了一站式居民医保服务站———

红小依之家，以网格为单元配备

专职人员并建立服务群，宣传普

及医保政策，推广网上办、掌上

办、终端自助办等线上办理渠道。

针对部分老年人的需求，还专门

推出“小帮手代办服务”，便捷高

效的服务让群众实现只跑一次甚

至一次不跑的目标。

“小区有直饮水设备，但从

未入户，建议协调有关部门安装

直饮水管道，让大家都能喝上干

净安全的饮用水。”“小区活动场

地有限，架空层闲置且易被杂物

堆占，建议将小区架空层改造成

群众健身活动场地，以丰富群众

文体生活。”“垃圾投放时间设置

不合理，建议物业结合实际延长

清运时间，便于商户们投放垃

圾。”在红谷世纪花园社区、绿茵

社区、芳华社区等地，市区两级

人大代表、沙井街道政协联络组

成员定期来到联络站，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掌握社情民意，并依

托红谷连心会“三有”民主协商

平台，召集行业部门代表、专家

学者、法律顾问等讨论热点议

题，合力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

问题，用实际行动维护好广大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抓创建倡文明
两者聚合相互促进

7月 20日，一场“‘红声’宣讲
‘声’入人心”活动在沙井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见义勇为

类“江西好人”、红声宣讲团成员

郭欣，全国最美家庭、红声宣讲团

成员万桂新分别分享了在平凡岗

位和生活中的感人事迹和家风家

训，引发共鸣。沙井街道在当天的

活动中还为撒拉族小伙韩海明颁

发了“南昌好人”证书。

近年来，沙井街道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带动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以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助推城市文明发展，两者相互

促进。这里不仅有无偿献血、用

热血筑起生命长城的“南昌好

人”刘建平，还有“一碗免费拉

面”诠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撒拉

族小伙“南昌好人”韩海明，其经

营的拉面店于 2022年荣获全市
“红石榴”民族团结示范店称号。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沙井街道扎实推进“六进”

活动，将理论宣讲活动开展到企

业、农村、机关、社区等，以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为榜样，宣传先

进典型事迹，弘扬好人精神，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树文明新

风，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今

年以来，该街道累计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 900余场。
针对文明城市创建短板问

题，该街道对标创建标准，集中

力量对陶家新村、红谷世纪花园

小区、丰和二期等城中村、老旧

小区进行系统性提升改造，因地

制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以此

为样板，组织村（社区）负责人以

“实地观摩+测试”的形式，进一
步强化创建认知，熟悉创建标

准，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精

益求精。 （据《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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