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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细治理体系

在“入门入户”中组织群众

包河区烟墩街道有 26 万人口，是

合肥最大的街道，回迁小区多，矛盾纠

纷突出，投诉信访量一度居高不下。

现实困境倒逼工作方式改进。去

年 5 月，烟墩街道前移工作阵地，推行

社区“两委”驻小区，让 8 个社区的 40

名社区干部走出高楼、离开案头，驻点

小区，担任小区网格长兼党支部书记，

上门入户大走访，及时收集诉求，贴近

服务群众，在矛盾化解中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密切干群关系。

统计数字显示，2023 年，合肥常住

人口超过 980 万，迈入特大城市行列。

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对城市基层

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住宅小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

百米，城市治理既要找到答案，更要寻

求优解。”合肥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合肥着力建强组织延伸链条，推

动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延伸，将党的

组织优势转化为小区治理效能。

2023 年起，按照“便于党员开展活

动、便于群众参与议事、便于社区指导

治理”的原则，合肥市全面调整优化小

区（片区）党组织设置，将全市 4700 余

个小区，按照“一小区一组织”，对开放

小区和独立楼栋，按照每 500 户左右整

合为一个片区，共成立 3678 个小区（片

区）党组织，实现小区党组织全覆盖。

瑶海区持续推动组织体系向老旧

小区、楼栋院落延伸，坚持封闭独立老旧

小区单建、零星楼栋和平房区域联建，去

年调整优化362个老旧小区党组织。

建强“主心骨”，选好“领头雁”。

合肥市加强小区党组织力量配备，注

重选拔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社区工作

者担任小区党组织书记，2023 年共调

整配备小区党组织书记 552 人，选派

63 名退出领导岗位干部到社区担任基

层治理指导员、2600 余名街镇干部担

任小区党建指导员、3000 余名社区工

作者担任小区党组织书记，招募 8000

余名居民党员骨干担任红色小管家，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回应居民诉求。

配强力量的同时，合肥市舍得投

入“真金白银”，坚持资金、资源向基层

倾斜、往一线集中，做到市级资金足额

拨付到位、区级资金及时配套到位。

创新设置社区党组织活动经费，专项

用于加强小区党组织建设。完善社区

工作者岗位薪酬体系和动态调整机

制，从 2023 年起，市财政为基层配备社

区工作者、红色小管家给予专项补助。

做优自治机制

在“共治共享”中动员群众

四牌楼商圈地处合肥老城中心，

商户居民需求不同，难免产生矛盾。

庐阳区逍遥津街道创新实施“巷导计

划”，挖掘熟悉本土文化的 40 多名专

家、志愿者成为“巷导”，在讲好“商圈

故事”同时，当好“小巷管家”，“分级多

元”化解商居矛盾纠纷。

“‘通过组建商圈联合党委，定期召

开‘街巷议事会’‘巷导下午茶’等，有效

搭建商户与居民沟通对话‘连心桥’。”

逍遥津街道党工委负责人介绍，依托

“巷导计划”，不断凝聚多元主体合力，

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00 多起，物

业领域信访投诉大幅下降。商圈内的

淮河路步行街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步行

街”，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街区。

只有让“旁观者”成为“参与者”、把

“服务对象”变成“工作力量”，才能不断

提升基层治理融合度和精细化水平。

合肥市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

自治机制，拓宽渠道、创新形式，充分激

发群众自我管理、协商共治的热情。

群众的事群众议。合肥各小区利

用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党代表工作室等，广泛建立议事场所，

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近议事。目前，

已在全市 1400 余个社区和小区党群服

务阵地，搭建“香樟树下话家常”“板凳

会议”等党群议事平台近 1500 个，引导

群众常态化参与党群议事、小区治理，

并完善“收集民意—解决问题—办结

反馈—群众评议”的协商议事机制，确

保群众反映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2023 年，在小区解决群众日常

问题 8万余件。

“社区你我他 ，邻里是一家 。”近

年来，蜀山区由社区党委牵头，成立

由社区和小区党组织负责人、居民代

表、业委会代表、物业代表等组成的

议事委员会，在小区楼栋活动室、物

业中心、党群活动站等处设立 100 多

个“周末议事厅”，根据居民意见确定

议题，组织协商，推动了燃气入户、高

空抛物、文明养犬等一大批居民关切

问题有效解决。

“将协商议事的主动权交给群众，

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提高了，对街

道社区的工作更理解、更配合，投诉上

访也就减少了。”蜀山区西园街道党工

委负责人深有体会地说。

群众的事群众办。依托党员志愿

组织、群众性组织，合肥全市各级党组

织引导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全市在各小区成立近 2000 个志愿服务

队、1500 余个党员先锋队，常态化为小

区居民提供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治安

巡逻等志愿服务，涌现了“叮叮当当修

理铺”“余姐缝纫社”等一大批群众认

可的服务品牌。

做实为民服务

在“解忧解难”中凝聚群众

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书画爱好

者墨间交流、少年儿童课后课堂……

走进总面积近 1300 平方米的蜀山区井

岗镇金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焕然一

新的服务布局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

去年，金湖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全面

焕新升级，充分链接辖区资源，积极对

接居民需求，打造集学习教育、便民服

务、共享办公、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

的党群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是居民“家门口”的

服务阵地。合肥市建成各级党群服务

阵地 1700 多个，为区域内各类组织、各

类群体提供党务、政务、便民等“一站

式”服务。

按照“服务区域最大化、办公面积

最小化、功能设置最优化”原则，合肥

市还实施党群服务阵地亲民化改造，

推动 549 个社区实行集中办公，467 个

街道社区以电子屏幕、工作手册等代

替制度上墙，1301 个党群服务阵地实

现延时服务、错时服务，145 个街道社

区提供 24小时自助便民服务。

服务居民、造福群众，是社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合肥市持续强化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体化支撑，不

断提升人、财、地保障水平。

“亮组织、亮职责、亮身份，做好开

门一件事”。合肥在全市小区党组织

中开展“三亮一做”专项行动，依托社

区公示栏、小区宣传栏、楼栋入户大厅

等，公开党组织基本情况、职责、党员

身份等信息，让居民群众全天候看得

到党员，关键时候找得到干部。全市

小区党组织以“开门一件事”为载体，

解决小区道路整修、高空抛物摄像头

安 装 、增 设 停 车 位 等 群 众 关 切 问 题

4000 余件。

“有事专找小管家”。全市各小区

发挥小管家“第一接单人”作用，每名

红色小管家联系服务 250 户左右居民，

根据每户家庭情况和实际需求，明确

日访户、周访户、月访户，建立红色小

管家收集、解决和上报问题“三个清

单”，从“办好开门一件事”到“办好群众

需要每件事”。2023 年，共收集问题 10

万多个，解决问题 6.8 万个，上报问题

3.3万个。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八

类特殊群体”常态开展“敲门行动”，提

供物品代买、业务代办等服务。

党建引领“一条心”，下好治理“一

盘棋”。着眼发挥党组织“黏合剂”作

用，合肥各区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协同

联动治理架构，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

享、治理共做、问题共解、困难共帮。

连续 11 年，庐阳区坚持“一线为

民工作法”，区四套班子成员、驻点干

部、“两代表一委员”，每月第一个周六

下沉街道社区，开展政策宣讲、实地调

研、民意收集和矛盾化解。瑶海区做

实区域化党建，建立社区大党建联盟，

整合 1100 余个驻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党员骨干力量，推进小区“需求清

单”与各方“资源清单”对接落实，去年

以来，为民办实事 1300 余件。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

见”，是基层治理的一道共性难题。

为 破 解 这 一 难 题 ，合 肥 整 合 公

安 、城 管 、规 划 、市 场 监 管 等 部 门 力

量，全面推进“综合执法进小区”，推

进小区私搭乱建、违规停车、物业乱

收费等问题的解决；集中攻坚高频民

生问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

办”转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治

安管理问题，由市直部门提级办理，

在全市建成智慧平安小区 3740 个，群

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赢得了

民心也凝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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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宛新星

党 建 引 领 ，强 队 伍 、促 发 展 、优 治

理。近年来，肥东县响导乡坚持党建引

领主线，聚焦队伍建设、产业兴旺和基层

治理，推进基层党建与乡村发展深度融

合，着力提升乡村振兴活力效能。

推进乡村振兴，建强干部队伍是关

键。响导乡活源头优结构，坚持内培外

引，注重从退役军人、返乡能人、大学毕

业生等群体中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

通过公开招考，吸纳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30 人，提升村级党组织战斗力。锻造“生

力军”,组织开设乡村两级干部培训班，

赴外地观摩学习产业发展先进经验和特

色做法；常态化开展村书记“擂台比武”

活动，晒成绩、谈经验、谋发展，在比学赶

超中实现“头雁领航”带动“群雁竞飞”。

突出产业赋能，响导乡积极探索“党

支部+农技专家+合作社+致富带头人+脱

贫户”的运营模式，实现“组织有作为、党

员起作用、村民得实惠、集体增收入”。依

托蒋祠、宋盛产业园实践经验，大力发展

“一村一策”项目，培育形成响桃、哈密瓜

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依托桃花节影响力，完善“春赏花海、夏尝

桃果、秋品桃胶”的桃产业链。强化“田间

课堂”技术培训，邀请农技专家举办桃种

植技术技能培训班，通过现场指导、理论

课堂等形式，帮助桃农解决种植技术难

题，累计培训 200余人次。

聚焦优化乡村治理，响导乡着力建

强阵地，新建 3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完

成 1个社区党建微阵地建设，全面提升服

务效能。在织密四级网格体系基础上，

推动组织、综治、乡村振兴等工作多网合

一，实现乡村联治、服务联办、信息联通、

党群联心，综合运用线上线下、部门联动

方式，去年发现收集群众关心关切的问

题 195 条 ，办 结 率 达 100%。 同 时 ，开 展

“乡村善治”行动，引导在职党员、群众主

动认领志愿服务岗位，积极参加政策宣

讲、环境整治、调解纠纷、治安巡逻等活

动 30余场，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锻造“生力军”激活“源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

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金融

工作的领导，践行金融的政治性、人民

性。华安证券公司改革发展的实践也表

明，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细了

就是凝聚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我们

要以党的建设引领公司治理现代化，为

高质量发展凝心铸魂、蓄势赋能。

坚持“高”的站位，化政治定力为方向

引力。坚定政治信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确保各项工作

不偏向、不走样。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

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持之以恒推

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深度结合。强

化政治担当，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中国特

色现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大局，向

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在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客户、服务安徽打造“三地一区”和建

设“七个强省”中谋划战略方向、寻找业务

机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把握“融”的要求，化党建势能为发

展动能。坚持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互

通，深化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四个同

步”，做到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目标一

致化、内容具体化、指标可量化”，形成

“同耕一块责任田”格局。坚持党务干部

与业务干部共进，推动党务工作人员和

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双向交流，着力培育

政治过硬、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队伍。坚持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联动，

把党建工作融入经营发展的成效作为考

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党建工作与

业务发展的“双循环”“双促进”。

讲究“新”的方式，化思想伟力为奋

进合力。发挥思想建设凝心聚力、树立

风气作用，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让“有

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深入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创新学习载体，丰富学习内

容，既抓理论学习，又抓党性锻炼，将学

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

际行动。持续强化华安“赤金”党建品牌

和“四同”文化品牌建设，使全体员工对

公司的党建要求、文化体系等认识更深、

理解更透，增强践行的行动自觉。

拿出“实”的举措，化组织优势为发

展定势。以党建工作“领航”计划为抓

手，建堡垒、抓班子、带队伍。建强基层

党组织，坚持抓党建从业务出发，抓业务

从党建入手，创新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

用的平台，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配强基层党组织

班子，加强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选拔

党性强、能力强、创新意识强、服务意识

强的党员干部进入支部班子，选优配强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带正基层党员队

伍，通过建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

选树先进典型，发挥好“一个党员一面

旗”作用。

突出“严”的基调，化监督合力为执

行动力。进一步强监督，坚持查处点上

问题与治理面上问题、查处显性问题与

治理隐性问题、集中治理与巩固成果相

结合，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形成

“不敢”的震慑。进一步建机制，加强巡

察、合规、风控、审计等内控部门间联动，

不 断 完 善 制 度 机 制 ，扎 紧“ 不 能 ”的 笼

子。进一步正风气，开展合规廉洁诚信

从业等方面的学习宣传，抵制奢靡之风、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炫富心态，培育“不

想”的自觉。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

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持续优化政治生

态，进一步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作者为华安证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着力把党建势能化为发展动能
章宏韬

■ 本报通讯员 吕孟霞

聚 焦 理 论 学 习 、实 践 锻 炼 、严 管 厚

爱，太湖县牛镇镇全链条发力，做好年轻

干部培养，为发展厚植青春力量。

抓学习，让年轻干部“过得硬”。今

年以来，牛镇镇深入开展年轻干部“大学

习大讨论大实践”活动，通过举行一次全

员轮训、开展一批专题研讨、总结一批经

验做法，创设“领导带学、干部讲学”模

式，开展“找标兵、学标兵、创业绩、树形

象”主题活动，让年轻干部破除“思想坚

冰 ”、掀 起“ 头 脑 风 暴 ”，补 足“ 精 神 之

钙”。适应发展新要求，秉持“眼睛向外

看、脚步向外迈、思维引进来”理念，选派

2 名干部到浙江永康体悟实训，组织年轻

干部到兄弟乡镇实地学习 4次，邀请优秀

讲师、各行业专家到镇内教学 6 次，参训

干部 200 余人次，引导干部对标先进找差

距、开拓视野谋发展。

抓实践，让年轻干部“扛得住”。突

出一线“蹲苗”，组织年轻干部深入 10 个

村 229 个村民组开展“干部夜访”“党委会

开进村”，带头参与环境整治、矛盾化解

等，与群众“交朋友”“结对子”，倾听群众

诉求，解决实际难题。深化“轮值服务

员、今天我当班”和“轮值一把手、今天我

当家”的“双值双当”工作机制，每个工作

日明确一名副科级班子成员带班，机关

年轻干部负责牵头协调处置当日矛盾化

解、群众来访、突发事件等，切实提升应

急处突能力和推动工作本领。

抓管理，让年轻干部“走得稳”。发

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用好平时考核和

村干积分制管理，量化考核指标、强化

季度考核、加强榜单公示，形成压力激

发动力。挑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担任年轻干部“成长导师”，在思想上引

导、业务上辅导、工作上指导，有效推动

本领传授、经验传承、作风传递。结合

年轻干部座谈会、思想汇报、谈心谈话

等，及时掌握年轻干部思想动态、生活

状 态 和 工 作 情 况 ，集 中 举 办 年 轻 干 部

“青廉说”演讲比赛，开展酒驾、醉驾等

专项整治行动，帮助年轻干部系好廉洁

从政“第一粒扣子”。

健全“培养链”焕发“新动能”

·组工风·

·调查录· ·求是谈·

住宅小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合肥市树立一切工作到小区的治理

理念，推动干部下沉小区、联系群众，将矛盾和问题协商解决在基层一线，推动

基层治理重心由“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转变——

小区“微治”厚筑大城“善治”

▲ 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打造

“军工亭”文化长廊，社区党委组织老党员开展

“红色宣讲”，为小区治理培育“新力量”。

▼ 合肥市包河区包公街道炳辉社区打造“香

樟树下唠家常”议事协商机制，零距离了解民

情民意，实打实解决居民所忧所盼。

◀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荷塘月色小区党

支部开展“党建引领小集市、共建汇聚大爱心”

公益集市活动。

（本栏照片由合肥市瑶海、庐阳、包河区委组织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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