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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善为，长沙美丽乡村有“智”有质

屋舍鳞次栉比 、 绿篱成
排， 广袤稻田田成方、

渠相通 ，民宿 、研学基地里游客
络绎不绝……一幅充满活力的
乡村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画卷中有亮眼的数字 ：2023
年，长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32 万元， 同比增长 6.2％；城
乡居民收入比为 1.56，差距为省
会城市中最小 ；60%以上的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 。 亮
眼成绩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的
不断完善。 近年来，长沙市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 抓自治增活力、
抓法治强保障、 抓德治扬正气，
乡村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示范
镇、村不断涌现。

共建共治共享带来乡村蝶变

去年末，浏阳古港镇梅田湖

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人头攒动，

每个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这次分红我分到了近 20
万元，付出得到回报的感觉真

好！”村民周才清高兴地从桌上

领取了 2023年的分红款。分红
现场，标注着入股农户家分红金

额的红榜张贴着，长桌上是一摞

摞整齐码放的钞票，共计 511万
余元。

从底子薄、基础差的“落后村”

迅速发展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

百万元的“富裕村”，是梅田湖村突

出党建引领，做好基层治理文章，

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的结果。

据梅田湖村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村建立起贯通“村（社区）

—片—组—村（居）民代表—村

（居）民”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

推选 76名党员、村民代表参与
联户，确保户户有人联、事事有

人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并创新推出“梅田湖二十四

约”，引导广大村民“知约”“守

约”，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村容村貌越来越好。

近年来，通过一场场屋场建

设会、屋场恳谈会，全体村民共

商村级经济社会发展大计，最终

确定打造梅田湖劳动与实践教

育基地，采用“公司+村级+农户”
模式，以“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为主题开展全季节农耕研学

活动。自发筹资酬劳，让地让房，

推动屋场建设和庭院整治……

一首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合唱”

在梅田湖村奏响：村民变股民，

实现在家门口的增收致富。

党建为先 法治为要
点燃治理“双引擎”

在望城区乌山街道金树村，

“微积分”成了村民耳熟能详的

热词。

在创设“党员权益微积分”

新型管理机制后，全村每位党员

每年都有 500 分的初始权益分
（1分=1元）。“我们的理念是‘我
的党员积分增一分，村民的困难

减一分’，为民办事就是全体党

员的考评方向。”

通过建立“微机制”、织密

“微流程”、赋予“微权益”、实施

“微考评”，延伸“闪亮工程”“五

个到户”为民服务机制，引导农

村党员、网格员、社会乡贤积极

投身志愿服务，当地群众的大事

小事都愿意找党员反映，形成了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的良

好局面。

除此之外，该村坚持以“法

治乡村示范点”创建为抓手，将

法治建设贯穿村级日常事务。

“每家每户都发了垃圾桶，你为

什么把垃圾扔到我家？”“我没乱

扔，你有证据吗？”“大家先冷静

一下，不要吵……”近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模拟调解活动在村里

展开。调解结束后，村居法律顾

问分别就三方表现进行点评并

指出改进之处，参加人员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活动真正做到了以

案释法、以学促干。

“一系列典型案例模拟实践

调解活动能极大地丰富、提升村

级协调小组调解员的调解技巧

及经验，为村级建设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金树村相关负责人

表示，村里还正大力推动“雷锋

哨”平台与“村规民约”有机融

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同时开展最美庭院、最美婆媳等

文明评比活动，促进法治与自

治、德治融合，不断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

根据《长沙市建设乡村振兴

示范市规划纲要（2021-2025）》，
全市正按照健全党组织领导下

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要求，建立起联合多

部门的乡村治理工作协同联动

机制；“屋场夜话”“治理一张网”

“三长制”等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模式，让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更加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据《长沙晚报》）

人手足了，工作更细致

“张阿姨，您最近咋样？身体挺

好的？”李雪梅趴在老太太耳边提

高音量，老人拉过她的手，眼睛眯

成一条月牙：“小李，快来快来！”张

阿姨今年 86岁，老伴儿去世，儿子
在外工作，她守着老屋过生活。

李雪梅负责社区 3栋楼的日
常巡查工作，每天要对楼中的安

全隐患、人员变动、卫生状况、新

增杂物等情况进行更新。有空时，

就捋一捋网格内特殊人群、高龄

独居人群情况，以便精准提供关

怀服务。了解到张阿姨的情况，她

便将其列入自己的巡访对象，定

期来串串门、唠唠嗑，还留下自己

的电话，叮嘱老人有事随时找她。

一来二去，俩人熟了。

精准的关怀背后是细致的工

作。“这在以前很难做到，每天收

到的意见建议问题就有两三百

条，往往是来啥活，干啥活，每天

穿梭在社区中，忙得脚不沾地，来

不及做深做细。”李雪梅说。

万象新天社区位于城乡接合

部，人口过万，人员复杂，素质参差

不齐，乱堆乱放等问题时有发生。

社区工作者主要负责配合社区服

务群众，孤寡老人的身体状况、特

困家庭的就业就学、优抚对象的走

访慰问、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

社区里的大事小情，都得一一挂在

心上。曾经社区只有 8名社区工作
者，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去年这个

状况发生了变化。济南市启动新一

轮社区工作者集中招录；李雪梅作

为网格员参加了专门考试考核，择

优转录；此外，还通过选派机关干

部到社区任职等方式，不断优化加

强社区工作者队伍配备。

人数增加了，管理如何有序？

今年，济南市跟进制定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省会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实施办法》，建立“3岗
20级”薪酬体系，加强日常管理监
督和关心关爱。

现在，万象新天社区工作者

增加至 20人，工作主动性大大提
高。通过补充工作力量，不少社区

都尝到了甜头。“以前我们 2个网
格员服务 6500人，工作很难做精
细。”槐荫区美里湖街道美里新居

社区工作者苏元营说，“增加人手

后，管理更规范，群众满意度提高

了，我们干劲十足，今年我们还打

算针对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

关爱项目。”

截至目前，济南市 1057个社
区累计配备社区工作者近 1.4万
人，提前 2年落实“每万城镇常住

人口不少于 18人”的工作要求。通
过近年来持续充实优化社区力量，

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 35.4岁，较
2021年降低 2.1岁；本科以上学历
占比 70.7%，提高 9.3个百分点。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社

区工作者源头储备培养，健全完

善定期招录、动态补缺、周转调剂

和跟踪培养等制度，让更多优秀

人才扎根社区、锻炼成长。”济南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

局长王玉跃说。

专业强了，服务更精准

“小朋友们，你们都喜欢吃什

么呀？”

在历城区鲍山街道城市之光

社区“向日葵亲子小屋”内，一位

老师讲完绘本提了个问题，十几

个孩子围坐在垫子上，高高举手，

争先恐后抢答起来。

“‘益童成长’社区服务就在

家门口，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很专

业，孩子特别喜欢。”一位家长说，

这里还加入了游乐设施，孩子没

事也能来玩。

这项活动的发起者是社区工

作者李敏，她曾在北京从事国际

教育、儿童教育等工作，去年，她

考虑调整职业规划，想寻一份在

家门口专业对口的工作，通过招

考，她顺利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在走访调研中，她发现，由于

城市之光小区居民以新市民为

主，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值较高，但

小区附近配套的教育资源较少，

难以满足群众需求。

鉴于此，李敏主动请缨，牵头

建设社区儿童服务这个项目。为

此，李敏和社区网格员结成对子，

登门拜访、收集资料以摸准需求，

对接培训资源，力求给孩子们提

供专业服务。

在城市之光社区，各年龄段

的孩子都能在亲子小屋找到乐

趣：游戏互动、绘本故事、亲子手

工、实地研学、科普大讲堂……现

在，社区群里发出活动通知，名额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实现一个社区项目，离不开

大家的支持，居民参与进来，也会

更有主人翁意识。”李敏说。在活

动开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妈妈

从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大大提

高了活动丰富度。

“社区工作枝叶关情，既要与

居民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也

需要更多专业人员、专业团队创新

思路方法来干。新一轮招录后，补

充了很多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对我

们完善社区服务是个重要补充，大

大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城市之

光社区党支部书记曹佳说。

不仅是新建小区，随着社区

工作者专业能力的提升，老旧小

区也在发生变化。在历下区，甸柳

新村街道甸北社区老年人居多，

社区探索培育陪护小组项目，通

过老人互助和志愿者陪护等方

式，不仅改善老人健康状况，也满

足了老人情感交流的需求。

培训办了，成长更迅速

“这场情景模拟真是太真实

了，简直和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一模一样！”在历下区“网格学

院”内，一场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

调解为主题的互动式情景教学让

韩旭受益匪浅。

韩旭是一名 90后姑娘，去年

来到燕山街道燕子山小区工作。

刚踏上新岗位，她心里直犯嘀咕。

到岗第一天，东区 5号楼居民家
中房屋漏水，社区党支部书记带

着她赶去沟通协调，从未处理过

矛盾的她，不知从何下手。

不久，市里就送来了“及时

雨”：济南市举办全市社区工作者

培训班，设市级主课堂 1个、街道
分课堂 110个，视频连线、三级联
动、跨度一周，对 1.4万名社区工
作者进行全员培训。

“通过参加培训，我明确了自

己的角色定位，培训中的很多实例，

在网格事件预判防范和处置化解

方面让我受益匪浅。”韩旭表示。

此后，韩旭走街串巷，摸清网

格内的情况、吃准居民们的需求，

遇事还能独当一面。有一回，一处

群租房遭到居民投诉，韩旭便联

合街道、派出所和社区物业，与居

民、房东、租客、房屋中介耐心沟

通交流，摸清来龙去脉，找到矛盾

症结后，她告知房屋中介相关政

策要求，督促其限时整改，最终问

题得以妥善解决。

截至目前，济南市共举办“社

区治理大比武”“海右先锋·基层

大讲堂”等各类培训交流活动 168
期次，累计培训社区工作者 2.9万
多人次。

“下一步，市里将锚定让群众

生活更美好、让基层运转更高效、

让城市运行更安全目标，聚焦专

业化高素质治理队伍建设，坚持

严格标准选、多措并举育、健全制

度管、激励扶持干，为推进城市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

养储备更多优秀人才。”济南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陈阳说。

（据《人民日报》）

山东济南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充实力量到基层 细致服务受欢迎
时值三月，暖意融融，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社区，

草坪上钻出点点绿色，树枝上开始吐出新芽。 大清早，社区工
作者李雪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探访老人、巡查楼栋……

去年以来，济南市聚焦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社区力量，面向社会广
纳贤才，新招录社区工作者 2100 多人，每万城镇常住人口配备社区工
作者近 20 人，通过抓培训、强管理、提服务，基层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记者深入济南社区，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