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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

持服务与治理相结合的理念，深入探索基层社

会治理的良性工作机制和科学治理体系，解决基层治理

的多项难题。在基层治理创新和实践中，芜湖市始终做好

“三个坚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样板。芜湖市被确立为第

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并顺利通过验

收，“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被评为安徽省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十大成果。

“三个坚持”焕新安徽芜湖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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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为核心，统
筹规划解决基层治理碎片化
问题

完善治理政策结构，优化

服务顶层设计。芜湖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工作，并

把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摆上

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及市有

关部门牵头，先后出台《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

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深

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推进基层治理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

见》《关于鼓励和规范社会组织

积极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意

见》《关于实行社区工作事项准

入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市城乡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市政府连续多年将社区

治理纳入对各县区（市）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内容，形成了齐抓

共管的整体合力和“你追我赶”

的发展态势，为社区治理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深化街道体制改革，优化治

理服务结构。明确了街道加强党

的建设、统筹辖区发展、组织公

共服务、推动基层治理、实施综

合管理、维护平安稳定 6项基本
职能，推动街道聚焦抓党建、抓

服务、抓治理的主责主业。健全

社区大党建工作机制，以基层组

织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城市基层治理架构，建

立“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引导

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

参与基层治理。探索社区功能型

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实效。

严把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推

动社区减负增效。每年根据政策

法规“立改废释”情况，动态调整

社区（村）工作事项，由社区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部署规

划社区治理工作，避免多头指

挥，建立依法履职工作事项、依

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个正面

清单”以及不应由社区（村）承担

工作事项、不应由社区（村）出具

证明事项“两个负面清单”，明确

除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涉

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

共安全的突发、紧急事件外，全

面实行准入制度。因工作需要

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进入社区

（村）的事项，相关部门要遵循

“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

在做法上给予指导，在人员上

给予支持，在经费上给予保障。

未纳入依法履职和协助事项清

单又确需延伸到社区（村）的事

项，也可按规定由主管部门向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截至目前，已精减社区工作事

项、考核、挂牌、台账、证明事项

共 55项。

坚持协同治理为机制，勠
力同心解决基层治理能动性
问题

以社区为基础，打造基层治

理实践平台。依托社区各项服务

阵地和公共服务用房，在全市按

批次有序推进街道（镇）社会工

作站、社区（村）社会工作室建

设。按照有阵地、有标识、有制

度、有经费、有人员、有项目的

“六有”标准，提升社会工作站

（室）建设水平，目前，全市共建

设街道（镇）社工站 71个，155名
专业社工通过整合政府购买服

务资源，聚焦社会救助、养老服

务、儿童福利、社区治理和社会

事务等领域开展驻站服务；共打

造特色社工室 73 个，77 名专业
社工驻站服务，打造特色服务品

牌，引导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

发挥更大作用。

以人才为支撑，提升社区治

理服务能力。加强社区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通过换届直选、公开

招聘、竞争上岗等多渠道选拔社

区工作者，鼓励高校毕业生、复

转军人等到社区工作，不断拓宽

社区工作者的来源渠道，持续优

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结构。目前，

全市共有社区工作者 3820 名，
每万人城镇居民拥有社区工作

者数量 14.2名，平均年龄 36岁，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93%，取得社
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

水平证书的占 28%。稳步提高社
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建立社区工

作者薪酬制度及正常增长机制。

拓宽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

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

公务员和招聘事业编制人员力

度。对连续任职满两届、表现优

秀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按规定

程序解决事业人员身份，推荐优

秀社区党组织书记挂任街道

（镇）领导班子成员。

以组织为抓手，延伸社区治

理服务臂膀。打造市、县（区）两

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服务中心

（基地），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

托第三方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开

展专业社会组织培育工作，为社

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能力建

设、政策指导、项目运作、资金扶

持等服务，目前全市已有各类社

会组织 2552家。通过成立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开展参与式、

陪伴式“微公益创投”活动，资助

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升社

区社会组织能力，重点孵化培育

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

织，目前全市已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6307个，每年在全市开展公
益服务 2万余场。

坚持问题需求为导向，实
事求是解决基层治理有效性
问题

以社区信息化建设为契机，

全面把握居民需求动态。通过打

造“互联网+”公共服务，围绕居
民全生命周期创建“生命树”服

务系统，全面建立居民数据库和

需求库，着力构建全方位大服务

体系。应用数据验证，优化办事

流程，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问

题。将办事窗口延伸到所有的社

区和村，综合受理、网上办理、一

站办结，办结件免费邮寄到家，

城乡居民不出社区、村就能办成

事。健全以“网格化”管理平台为

枢纽的新型城乡社区网格化管

理，城区按每 300至 500 户、农
村以自然村为单元划分网格，全

市城乡共划分为 3796 个网格，
做到城乡无缝覆盖。网格员通过

移动终端对网格内“人、地、物、

事、组织”信息进行采集、上报和

核查，形成“有人巡查、有人报

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

查”的闭环运行体系。建成市级

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围绕社

区党建、社区安全、社区政务、社

区管理、社区共治、社区服务六

大领域，开发 35个智慧化应用
场景。建成 3个试点智慧社区，
在为民解决实际问题层面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社区建设

模式。

以社区协商共治为路径，推

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

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

和程序化，实现全市社区（村）工

作协商委员会全覆盖。凡涉及城

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

项、关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问题和矛盾纠纷，原则上由社

区（村）党组织和居（村）委会牵

头，组织居民协商解决，找到群

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推

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矛

盾纠纷。2023年 1月至今，全市
社区层面通过议事协商解决的

居民问题近 4000件，逐步形成社
区居民普遍关注、广泛参与的基

层民主自治新局面。目前，鸠江

区探索出“六事”协商机制，弋江

区实践出“三阶六步、循环议事”

协商模式，支持和帮助居民养成

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提高

协商能力，积极构建主体多元、

过程开放、协商有序、居民满意

的协商共治机制，保障社区居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

权，推动居民进行自我监督、自

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以公益创投为切入，推动居

民参与社区问题的有效解决。开

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为社

会组织在为老、助残、儿童关爱、

社区治理等领域实施公益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在实际项目服务

工作中，引导落地社区建立一套

明白账，即“四单一图”（辖区资

源清单、辖区居民需求清单、辖

区居民骨干清单、为民服务事项

清单以及辖区户况和服务地

图），摸清服务底数，鼓励专业社

工机构采取社区社会工作的地

区发展模式，为居民提供支持，

通过积极发掘和动员辖区居民

和专业力量，开展精准服务。

2020年以来，全市公益创投资金
累计投入 2000余万元，支持公
益项目 300余个，开展活动 5000
余场，服务居民 30万余人次，解
决群众难题 2200余件，形成居民
服务品牌 100余个，切实解决居
民需求。

芜湖市以党建为引领，以

“三个坚持”为抓手，着力构建城

市基层治理工作新格局，持续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促

进城市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