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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昌平区回龙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刘强就

热情招呼起来：“瞧，这里有 2000多平方米，我们平时可以在

这免费举办活动。借助这块场地，我们还搭建了一个公益图书

馆，为周边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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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黑龙江人，在回天地

区生活了 20多年。他说：“这里
的发展变化大，生活越来越舒

适。更自豪的是，在友好城市建

设中，有我和协会志愿者的参

与。”

在基层治理中，社会组织是

一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回天

地区包括回龙观、天通苑及周边

区域，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中形成

的超大居住区。在这里，社会组

织持续发展壮大。截至目前，共

有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

织 206家，乡镇街道备案的社区
社会组织 2476家。

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让社会组织更好成长，并且将

它们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在社

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近日，

记者进行了采访。

做实党建
强化认同

早在 2009 年，刘强就牵头
成立了回龙观志愿者协会。谈

及 15 年来的发展经历，他着重
强调了两个年份，一个是 2019
年，协会与其他单位组建联合

党支部；另一个是去年，协会单

独成立党支部。

有了党组织，发展大不同。

刘强介绍，以前协会举办活动，

以文体娱乐类为主。办活动，多

是凭兴趣、凭经验，没有特别明

晰的规划。如今，党支部注重学

习政策文件，活动的方向性更

强了，更多偏向民生服务类。

另一个积极变化是，活动

开展中，很多党员志愿者主动

亮身份，带动性和组织力增强

了。“与党旗合影是活动的一个

固定环节，经常挤满了人。”刘

强说。

“最重要的是，大家更信任

我们，关系更亲密了。”刘强以

公益图书馆为例，“有段时间，

我们想关停图书馆，得知消息

的群众主动找上门，鼓励我们

坚持办下去，并且自发捐赠了

大量图书。街道协调了现在的

场地，供我们免费用。”

这些都是抓党建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刘强经常

鼓励身边的其他社会组织向党

组织靠拢。

“要想强化党建引领力、激

发党建凝聚力，首先是要把党建

工作做深做实，强化社会组织对

党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回天地

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以下简称

“综合党委”）书记张多说。

2019 年综合党委成立之
初，张多便和同事们深入开展

党建工作调研，当时就注意到

一个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与

乡镇街道相互不够了解，特别

是有的乡镇街道认为社会组织

只是组织文娱活动的，导致一

些具备专业技能的社会组织

“难有用武之地”。

“搭平台、聚合力也是综合

党委的分内事。何不先着手解

决实际问题？”张多和同事们说

干就干。依托综合党委的统筹

协调，回天地区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联席会成立，相关部门、乡

镇街道、社区与社会组织坐到

了一起。大家常见面、多交流，

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大大增

强。几年下来，越来越多的社会

组织进小区、办活动，参与基层

治理。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凝

聚人心的过程。以实干促实效，

广大社会组织感受到党组织的

关爱，感受到党的组织优势，积

极主动成立党组织。”张多进一

步介绍，考虑到社会组织分布

面广、差异性大、人员流动性大

等情况，综合党委加强指导，采

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派遣党

建指导员、建立功能型党支部

等多种形式，把各类社会组织

聚拢在党组织周围。

如今，有的社会组织还与街

道、社区、小区开展党建联建。昌

平区心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

支部与龙泽园街道龙锦苑二区

社区党支部共学共研思想理论，

共建共筑和谐小区。“通过党建

纽带，我们像是融入了一个大家

庭。”昌平区心益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董农说。

帮到关键处
扶到心坎上

邓泊 2016 年创办昌平区
手拉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

开始发展举步维艰，前两年了

解到昌平区有个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

入驻后，他有了属于自己

的工位，还能免费使用公共的

会客区、图书馆和会议室。更为

欣喜的是，“这里聚集了一批养

老、育幼方面的机构，跟我们的

服务方向、发展需求有共性。大

家可以抱团取暖、共同成长。”

丰富的培训课程是邓泊格

外看重的，“过去，我们在财务

管理、法务规范等方面一头雾

水，办活动难免走弯路。”近年

来，综合党委推动成立回天社

会创新学院，协调各方教学资

源，每月都组织线下培训，满足

社会组织的技能提升需求。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发展问

题———资金。综合党委推动成

立回天社区公益基金会，为社

会组织提供筹资、资源拓展、活

动推广等支持。邓泊说：“这是

真金白银、真心实意的支持，太

难得了！”

帮到关键处，扶到心坎上，

一个个暖心举措助力社会组织

发展壮大。如今，昌平区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已累计培育 500 多
家社会组织。为推动社会组织

持久稳定发展，在回天地区，这

样的孵化机构已延伸到街道、

社区，形成一整套赋能体系。

走进回龙观街道的社会组

织孵化机构———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

社区学院的教室里很热闹。联

合会理事长琚鑫说：“讲师授课

时，注重普及社会组织、基层治

理方面的知识，调动大家积极

性，让大家理解社会组织可以

干什么、应该怎么干。”

在此基础上，联合会进一

步强化引导和赋能。对于热心

居民，引导他们牵头组建或者

直接加入环境治理、便民服务

等方面的社区共建先锋队。对

于具备一技之长的居民，引导

他们组建专业化社会组织。

建起来，还要动起来。联合

会采取一系列激励保障措施，

比如建立积分制，活动内容丰

富的组织、参与频繁的居民可

以获得高积分，到辖区商户兑

换商品；开发基层治理“微创

投”项目，匹配一定资金支持，

鼓励专业对口的社区社会组织

申请完成……在琚鑫看来，“越

是基层社会组织，越要保持活

跃度。越活跃，就越有感召力，

越能创出品牌，赢得更大发

展。”

社区提需求
平台来匹配

如今，昌平区天通苑北街

道天通中苑第二社区的公共绿

地里，不少花草树木都有居民

“认养”。而在几年前，破坏绿地

种菜的情况时有发生。

社区居民朱燕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去年，在街道一级的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的鼓励支

持下，她联络社区里的几名党

员和热心居民，组建“蓉之馨”

绿植维护志愿服务队。他们一

方面挨家挨户走访，劝说一些

居民放弃私占的绿地，一方面

举办绿植认领、植物科普等活

动，吸引少年儿童参与。

“看见孩子爱护小区环境，

做长辈的就不好意思侵占绿地

了。”志愿服务队队员李洋说，

“通过这样的经历，团队学会的

不仅仅是如何维护绿化，与居

民沟通的能力也增强了。我们

希望为友好社区建设贡献更多

力量。”

回龙观街道居民李时念也

是个热心肠。这两年，他牵头组

建社区信息化普及服务队，一

直在开发运营一款面向辖区群

众的“合创家”小程序。

“开发这个小程序，一个重

要原因是原来的小程序太繁

杂，有水电燃气缴费的，有社区

活动的，有网上购物的，很多老

年人觉得很麻烦。”李时念说，

“群众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开发

什么功能，做到一键认证、集约

呈现、实用方便。”如今，这款小

程序的访问量达 20 万人次。
在回天地区，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故事每天都

在发生。为提升服务质量、治理

效能，综合党委还进一步强化

党建引领，积极协调各方支持，

推动搭建了一个“回天政购平

台”。街道、社区有治理需求，直

接在平台上发布项目公告，社

会组织随即在平台上申报工作

方案，公开透明，精准对接。

之前，龙泽园街道龙泽苑社

区在平台上发布成立业委会的

需求。平台很快就匹配到昌平区

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业委

会指导员”黄威被派来社区。

黄威查阅历史材料，深入

走访居民，梳理查找出申请、筹

备、选举、登记等环节存在的问

题。在接下来的业委会筹建中，

他全程在场，严格依法依规引

导推进。“走到哪一步，需要做

什么，依据是什么，说得一清二

楚，大家都信服。”龙泽苑社区

党委书记伊然说。

“社区提需求，平台来匹

配，社会组织精准对接，治理效

能大大提升。这就是平台的价

值。”张多进一步说道，“随着平

台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还会

对治理项目、工作方案进行分

门别类、标准化处理。这样一

来，遇到类似问题的社区，就可

以像购买同款商品一样，在平

台上找到同款方案，更加高效

地解决问题。”

昌平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

负责人说：“强化党建引领，搭

建平台机制，切实增强了凝聚

力、激发了创造力，提升了社会

治理的协同性、实效性。我们将

进一步探索加强新社会组织党

的建设有效途径，推动它们发挥

更大作用，让回天地区变得更加

美好。”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这里的社会组织何以充满活力钥

俯瞰天通苑天通艺园

回龙观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