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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专题

”

“十年来，成都将人
的发展、人的需

求和人的感受作为所有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城市
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以争创国家级实验
区为契机，多层、立体推
进基层民主协商体系，持
续赋能提升民主协商能
力，为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探索出一条基层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超大城市治
理之路。

四川省成都市：

创新基层民主协商体系
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 ■ 李向前 韩德怡

依托国家级实验区
探索民主协商新路径

2019 年， 成都市金牛区、新
都区成功申报了民政部“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开
启了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新路。
成都市金牛区联合成都理工大
学社区研究中心、成都市社会组
织联合会等专业力量，以“党建
引领社区提案工作机制”为实验
主题，创建了区、街道、社区、小
区四级协商议事平台，聚焦公共
事务、公益事业引导居民、组织
参与协商， 逐步形成了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集聚资源、化解矛
盾、共治共享的基层民主协商氛
围，推动“政府单向决策、居民被
动接受、一方行动”向“多方共同
决策、居民主动参与、集体行动”
转变，最终实现“社区参与有序
化、社区提议合理化、社区协商
规范化、社区共识最大化”。“党
建引领社区提案工作机制”被民
政部评为 2021 年度全国基层治
理创新典型案例，该探索成果于
2021 年 12 月在中国社会出版社
公开出版。 新都区联合成都理工
大学、浙江大学相关专家、成都
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专业力量，
以“指数+社区协商治理”作为突
破点， 构建起基层民主协商的
“指南针”、协商成效的“度量衡”
的社区协商指标体系，设置了协
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形式、协
商机制、协商成效、协商场域和
协商保障等 7 个类别指标并以
此统领 22 个要素指标， 规范社
区协商内容、操作标准及程序形
式。 新都区桂东社区探索出了社
区民主协商“建组织、搭平台、定
规则、抛议题、广参与、达共识、
齐行动”七步社区民主协商工作
法，社区居民“由生人到熟人，由

熟人到主人，由主人到家人”，邻
里“守望相助、出入相扶”的关系
氛围日益形成。

精细化推动小区（院落）
民主协商新阶段

成都这座超大城市， 现有
20000 余个老旧小区，7000 余个
物业小区，成都近 10 年来，以小
区（院落）民主协商为载体，持续
推进民主协商精细化水平。 2020
年，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委组
织部、成都市委社治委、成都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个部门联
合下发了 《完善小区（院落）民
主协商提能增效示范创建工作
方案》， 对成都社区民主协商进
行了统一部署安排，创设了全市
小区（院落）协商指导清单，同时
对成都前期小区（院落）治理的
经验进行了固化，制度化规定了
小区（院落）项目“先协商、后实
施”， 这将民主协商前置于小区
（院落）治理项目中，这标志成都
作为全国首个副省级城市迈入
社区精细化民主协商新阶段。

成都市在“十四五”期间，将
建立 100 个小区（院落）民主协
商提能增效示范点。 2021 年已确
定金牛区驷马桥街道工人村社
区星辉中路 6 号院等 20 个点位
为成都市首批小区（院落）民主
协商试点单位。 金牛区工人村星
辉中路 6 号院通过社区提案机
制，促成了老旧院落单位电梯加
装， 满足了居民出行便捷需求，
增强了居民“谁主张、谁负责、谁
受益”意识。 2022 年 3 月又启动
了成都市第二批小区（院落）民
主协商提能增效试点工作。

成都在推进小区（院落）民
主协商工作中，将进一步健全城
乡小区（院落）党组织领导、小区
（院落）自治组织主导、小区（院
落）驻区单位联动、小区（院落）
居民广泛协商参与机制，全市逐
渐普遍建立起协商主体多元、协
商内容广泛、 协商形式多样、协
商技术更新、 协商程序完整、协
商成果有效、协商结果公开的小

区（院落）民主协商现代治理体
系，不断提升小区（院落）居民参
与民主协商现代治理能力。

项目化提升
街镇民主协商能力

2021 年，成都市选择了温江
区和盛镇、金牛区驷马桥街道、新
津区宝墩镇开展了项目化试点，
并着力从协商能力为入口推进街
镇民主协商。新津区宝墩镇以“四
创”促“四解”（创新调研方法，解
决好“懂协商”的问题；创优培训
模式，解决好“会协商”的问题；创
设协商指南，解决好“善协商”的
问题；创立特色品牌，解决好“长
协商”的问题），依托“人大代表之
家”平台，厘清协商内容，梳理镇
级协商民主内容， 形成宝墩镇协
商民主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整合
镇级“两代表一委员”协商主体，
涵盖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法律顾
问、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群团组
织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参与，完
善了协商流程，推动构建“人大协
商+”基层治理新机制，持续推进
基层民主广泛性、 多层性及制度
化发展。 联合成都市和谐社区发
展促进会， 在温江区和盛镇采用

主题授课、主题参访、主题沙龙等
方式进行持续赋能，明确“谁来协
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 等关
键问题， 搭建了镇级民主协商平
台，建设“言事口”协商清单制，设
定“言事口”八条协商规则，确立
七大“言事口”协商流程，积淀“言
事口”协商民主文化，研发镇级协
商的系列文创宣传产品， 塑强塑
亮“言事口”协商民主品牌。 金牛
区驷马桥街道， 针对城市治理公
共难题， 成都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联动在地社会组织， 在充分调研
基础上，梳理了两张协商清单，即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制作
了协商指南手册， 指导协商更加
规范、程序更加流畅；创建街道协
商民主制度， 让民主协商有了制
度保障， 从而实现了民主协商规
范化、流程化、制度化。

规范化村（社区）
协商议事民主机制

这十年来， 成都进一步完善
以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主要载体的
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并向城市社
区推广。2019年，成都市多部门联
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
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办

法〉等 4 个文件的通知》以及《关
于印发〈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党
组织对社区居民议事会领导的办
法〉等 4 个文件的通知》，规范村
（居）民议事会制度，引导村（社）
党组织积极主动转变领导方式和
工作方式， 提高领导和组织群众
依法自治的能力， 夯实党在城市
基层的执政基础。 实行村（居）民
代表结构制、议事会成员席位制，
彭州市按照 5－15 户推选 1 名村
民代表的原则， 全村一个标准计
算村民代表总数， 固定每个村民
小组的村民代表数， 固定村民代
表与推选户的对应联系。 按村民
议事会由每个村民小组 2－4 名，
总数 20－50人组成的原则， 固定
每个村民小组的议事会人数。 村
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代表）会
议民主推选产生 3－7人组成。 严
格固定议事会中普通代表的比
例，落实群众主体地位，确保决策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形成正常的
退让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 为防
止村民议事会成为“村组干部
会”，规定议事会成员中普通党员
和群众代表比例不低于 50%。

（作者为成都理工大学社区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成都理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宝墩镇开展“人大协商+”提升活动温江区和盛镇圆桌协商会现场

金牛区工人村小区级提案协商出了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