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
激励担当作为 凝聚发展合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
导向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
堡垒”。

为了进一步以党建引领赋
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去年
底，天津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行动。 赋能减负，让基层干部心
无旁骛 ，专心干事创业 ；创新方
式 ， 助力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 ；抓实党建 ，激发民营企业发
展新动能。

强队伍———
为基层赋权赋能 、 减负减

压，让基层干部心无旁骛干事业
曾经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

今成了鲜食玉米试验田。在天津

市宝坻区大口屯镇茶棚村，村里

正忙着登记土地流转，为下一步

集中规模化种植做准备。

茶棚村是个小村庄，常住人口

400多人，只有 700多亩耕地，村
民种植比较分散，村集体收入低。

2021年，天津市城管委废管
处副处长郑永强来到茶棚村担

任驻村工作队队长。“走访摸底

后，我们联系了天津市农委、天

津市农科院专家，引进了黑糯、

甜糯鲜食玉米种子，对零散的撂

荒地进行清杂、平土、翻新、开

耕，试种的效果很好。”郑永强

说。为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驻村工作队先后 3 次进行公益
助农活动，累计销售额 400多万
元，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茶棚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

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天津

以强基赋能为抓手，从市、区两

级抽调 1600余名干部，向 100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800 个经济薄
弱村和约 350 个评星定级确定
的无星村选派了 1100余名第一
书记和 450个工作队，并建立常
态化选派、动态调整机制。

赋权赋能，激发干事创业激

情；减负减压，让基层干部轻装

前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解决基层实际困难，为

基层赋权赋能、减负减压。”天津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组织工

作调度会对优化工作流程作出

具体部署。不搞繁文缛节，不搞

层层加码，对审批、审核、请示、

报告、备案等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在严格对标对表的基础上，

确定优化事项 33项。重点开展
10项专项整治，包括向下推责转
责、随意摊派工作、向社区（村）

不规范派单、台账报表多等，让

广大基层干部心无旁骛干事业。

“社区应该承担的工作事项

划定了‘边界’、严格了‘准入’，

大伙儿有更多精力抓党建、抓治

理、抓服务。”红桥区丁字沽街道

光采社区党委书记冯雅彬说，减

负摸清了基层的难点、堵点，既

暖人心，更鼓干劲。

聚人心———
畅通诉求反映渠道，搭建平

台化解矛盾纠纷，推动社区智慧
治理

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
河西区港云里社区，车位少、车

辆多，社区居民常因抢车位而产

生矛盾。

如何解决群众难题？港云里

社区党委决定设立一个平台，汇

聚各方意见，商定解决办法，“红

色议事厅”应运而生。

“一楼窗户底下不能停车。”

“红色议事厅”上，一名老人刚说

完，另一名年轻人就站起来反对，

“为啥不能停？那是公共空间。”

眼看要吵起来，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孙茜安抚双方，

“咱们再耐心多听对方说几句。”

老人说起自己反对的原因：

年轻人回家晚，停车噪声大，极

易被打扰。

“我跟您道个歉。”年轻人的

态度软了下来。大伙儿紧跟着提

议，尽量让回来早的车停在小区

一楼窗户下，减少噪声对居民的

影响。

有了相互理解，事情顺利推

进。边道改坡道、宣传栏改移、废

弃电线杆移除……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纷纷建言献策，车位数

一下增加了 80个。
停车难得到缓解，“红色议

事厅”从此保留下来。此后，涉及

居民利益的事情都在这里讨论

商议。“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我们用

心用情做好服务，社区才有凝聚

力和战斗力。”孙茜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天津市

基层党组织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和平区朝阳里社区持续引进

共建单位志愿服务团队，为社区

居民提供养老护理、义务理发等

志愿服务。目前，该社区已建成

18个种类共 5276个家政服务点，
注册志愿者占常住人口的 70%，

年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300余场
次。河北区望海楼社区积极探索

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新模式，通过

搭建“情暖桑榆”“红色堡垒”等数

字化平台，实现社区智慧化改造。

助发展———
引导企业探索将“党建+”融

入全行业链条，扎实推动高质量
发展
“过去，面对市场困境，公司

一度停滞不前。”天津市恒银金

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江浩然说，在公司最困难

的时候，党员骨干主动挑起重

担，帮助公司成功转型、渡过难

关。现在，公司建设了“党建走

廊”，强化内部党建工作，并把支

部建在生产一线，激发出企业发

展新动能。

“有 1分劲儿，能发挥出 1.5
还是 0.5，取决于组织的激励机
制。”江浩然介绍，党建文化在企

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获得 64
项发明专利、283 项实用新型专
利、211项外观专利、450 件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现如今，越来越多民营企业

被纳入党建体系中。天津高度重

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截至目

前，天津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分别为 80.2%、84.6%。
党建抓实了就是生产力，抓

细了就是凝聚力，抓强了就是战

斗力，如今已成为很多企业家的

共识。

“党建引领发展是我们成功

的密码。”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高桂琴介绍，公

司党委引导党员、职工立足岗位

精耕细作、开拓创新，去年实现产

值 9.54亿元，税收 1.72亿元，“百
年老店”持续焕发新活力。

“公司党委坚持以‘产业报

国、实业强国’为己任。”天津市金

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云昌说，在公司党建

的引领下，公司去年产销量 156
万吨，销售收入 92.7亿元。

党建与业务互相促进融合，

近年来天津市引导企业探索将

“党建+”融入全行业链条，党建融
入公司战略，引领企业发展；融入

生产经营，引领产业升级；融入组

织建设，引领能力提升；融入企业

文化，引领员企同心，扎实推动了

企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非

公党建共赢发展之路。

截至 2022年底，天津市党的
基层组织数量达到 68143个，比
上年净增 610个。党的组织和党
的工作覆盖到 122个城市街道、
128个乡镇、1889个社区、3520个
行政村、9117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 58718个非公企业、6799个社
会组织，覆盖质量进一步提高。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

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

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

固。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强调，

要扎实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行动，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领导贯

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各项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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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草 ，两个轮 ，三棵
树”， 除草帽文化艺

术馆 、骑行公园外 ，还有乡村集
市……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
士港镇深溪村依山傍水、因溪得
名。 近年来，当地通过美丽乡村
建设 ， 村集体收入得以逐年增
加，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深溪飞鸟骑行公园相关负

责人郑智辉介绍：“目前深溪村

最大的困难是引流，得扎根在这

里想办法、找内容、做项目，不能

来一下就走。”为此，深溪村致力

于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社会力量

凝聚起来，成立了海曙区首家村

级乡贤理事会，并注册为社会组

织———思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该中心理事会的成员除了归来

的游子，还有不少“新深溪人”，

更吸纳了为深溪发展建言献策

的乡贤，凝聚了海曙区民盟专

家、高校教授等热心人士力量。

修缮龙鹫步道，如果用工程

招标的方式，至少需要 200 万
元。但与都市里的情况不同，村

里的社会组织最初源自乡贤，而

发动大家来修这条步道的，正是

思泉社会服务中心。自主设计、

自行招工、自己监督，保障工程

质量；乡贤和村民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充分利用深溪村山里

的石头和石板，节省原料和用工

成本。最终，只花了 90万元就把
登山步道做起来了。2019年 9月
12 日，登山步道正式开通，乡贤
和村民们都激动不已。

2017年起，在各级政府部门
的指导下，深溪村以培育发展社

会组织为载体，壮大乡村人才库，

发挥强大的自治、德治力量，助力

乡村振兴，13支社会组织团队在
山村里挥洒汗水、迸发创意。

深溪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从自身优势出发，汇聚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整

合五社力量，培养更多专业社会

工作人才扎根乡野，带动旅游、

休闲、健康等乡村新业态发展，

逐步实现“骑行小镇”、“健康绿

色小镇”的美好愿景。

浙江宁波鄞州区的鹂西走

廊建设之初，也离不开社会组织

的助力。鹂西走廊，原是铁路沿

线一段狭长的老旧小区“边角

料”，总长度 828 米，面积约
15000平方米。近年来，通过众筹
改造、共商共议，引入了咖啡馆、

射箭馆等各类年轻人喜欢的活

动项目。原先杂草丛生的城市角

落，“华丽转身”为铁路沿线居民

的平安线、致富线、幸福线。

据介绍，在该项目建设初期，

社会组织成员牵头组建了调查小

队，下沉到社区针对群众关注度

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针对性

调研，并与小区物业企业、社区居

委会、居民代表等进行协商座谈，

通过共商共议推动基层协商，并

对接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解决方

案。此外，鄞州区社区发展基金会

发动了 10余家辖区单位、5000余
名居民参与“公益召集令”，吸纳

1000余万元款物；10余家爱心企
业和多位居民代表众筹了共建资

金约 180万元，通过共筹共建助
力打造治理共同体。

下一步，宁波将继续致力于

营造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生态，以社会组织“小支点”撬动

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据人民网）

浙江宁波：社会组织深耕全域治理 共筹共建绘就共富蝶变“实景图”

鹂西走廊（人民网 秦铭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