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5
２０24．3.19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甘肃省玉门市：

“五微”模式 探索基层治理“更优解”

织密“微网格”，激活“新引擎”

“我们每个网格有 300户-
500户，主要由党员担任网格长。
目前，共有 15名网格员，主要做
好政策宣传、治安巡防、纠纷调

解、服务群众等工作，织密社区

‘微网格’。”甘肃省玉门市老市

区管委会综治专干马建民说。

玉门市老市区管委会坚持

党建引领，以“党建+微网格”为
抓手，将辖区 9个社区划分为 15
个网格，运用“一张网+铁脚板”
绘制网格图，“人、房、信息”动态

更新。以一“网”兜起大小事，实

现基层治理全覆盖、精细化，处

置问题更精准、更高效，激活了

基层治理“新引擎”，切实打通了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用活“微信群”，信息“全覆盖”

“路遇下水道井盖损坏，

拍照片发到居民微信群，社区

工作人员便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协调修复，保障了我们的

‘脚底安全’，真得很安心。”居

民王军说。

各社区组建“居民微信群”，

提供全天 24小时、全年 365天在
线服务，让微信群成为惠民政策

“宣传员”、为民办事“服务员”、

化解矛盾“调解员”，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588件。

圆梦“微心愿”，画好“同心圆”

“看，这是我们的心愿墙，居

民大大小小的需求都被贴在墙

上。这些心愿，有的已经实现，有

的抓紧在办，不论大小都会落

实。”青年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张

继凯说。

在老市区管委会，通过入户

走访、热线电话等形式，向居民

征集“微心愿”，社区真情服务居

民，160 余个心愿变成了大伙称
赞的“微实事”，拉近了社区与居

民的关系。

做实“微服务”，架起“连心桥”

“喂，是小马吗？我的降压药

吃完了，今天你有时间能帮我买

些药送来吗，这两天不知怎么

了，腿太硬了不敢下楼梯。”“好

的，王姨，还是那个牌子的药吗，

我现在就买了给你送家去，还需

要买什么？”

独居老人腿脚不便，一个

电话，网格志愿者便帮忙买药

送上门。

老市区管委会从细处着

眼、小处着手，以“做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为宗旨，落实“微服

务”。

依托“五心+五型”最暖支部
和“康乐家园”党建品牌，全面聚

焦群众关切的“一老一幼”，聚焦

为民、便民、安民服务，衔接 15
分钟生活圈，补齐服务设施短

板，推进社区适老化、适儿化改

造，建设室外健身广场 4处、社
区服务中心 4 处，提供课后托
管、送餐助餐、爱心义诊等多元

化服务，努力做到居民有需求、

社区有服务。

制定“微公约”，倡树“新风尚”

“社区管理是公认的社会治

理难点，难就难在事情多、头绪

多，资源少、工具少。解决这样的

难点需要管理人员不断拓展思

路、努力创新，‘居民公约’为我

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安康

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冯媛说。

老市区探索建立“微公约+治
理”机制，从文明养宠到电动车的

规范停放，从邻里之间友善相待到

积极支持社区公益服务，一纸居民

公约，体现着居民们对自己行为的

承诺，而在“监督履约、榜样带头”

的推动中，约定变为了现实，居民

也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当事人。

“自从有了‘居民公约’，楼栋

间高空抛物情况好了很多，楼道

里也更加干净整洁了，邻里关系

更融洽了。”居民张彩霞为实行

“居民公约”后带来的变化点赞。

（据中国新闻网）

“小站室”联动“大平台”

一方面，推动基层镇（街道）

社工站（室）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出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运营指导方案，为社工站规范

建设运营提供了建设指引和保

障措施，高标准建成了区级社会

工作服务总站，将社工站建设升

级为推动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

另一方面，按照把社工站建

成集党建引领、政社融合、部门

联动、资源整合于一体的综合性

服务平台总目标，争取党委政府

重视，安排专项经费 52万元，通
过实施“一体化推进、标准化打

造、规范化运作”三步走战略，实

现社工站 100%全覆盖。与此同
时，聚焦镇（街道）社工站服务枢

纽、社区社工室服务终端的作

用，联合社会组织一同凝聚政社

合力、激发基层活力，发挥“居民

有需求，社工有响应，资源有联

动”的积极效果，实现各部门与

基层社工站“上下联动、同向发

力、协同治理”的良好格局。

“小模式”激活“大生机”

汉台区以创新“五社联动”

机制为抓手，通过社工站+社会
组织的方式，打造了独具本土特

色的“一核三社三维”社工站运

营模式［一核：坚持党建引领为

核心；三社：乡镇（街道）社工站、

（社区）社工室、社会工作类社会

组织联动为支撑；三维：一维聚

焦精准服务、二维赋能本土社工

人才成长、三维培育多元主体共

建共治］，着力于聚合社工站和

社会组织优势，立足直接服

务———人才成长———组织共治

的三大发展思路，厚植沃土，孕

育出汉台区爱无疆社会工作协

会、中山街益百分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东大街莲心苑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等具有专业优势、特

色明显的本土社会组织，打造了

一批“有温度、有广度、有特色”

的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品牌。

在镇（街道）社工站运营模

式下，汉台区有效地激活了本土

社区组织和社工人才发展的内

生动力，点燃了社会工作服务社

会的新引擎，解锁了社工站+社
会组织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升级

新密码，走稳走实了社区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小培训”助力“大成长”

社工站合力社会组织，争取

省市福彩项目资金，共同推动社

工专业人才培训体系建设，不断

提升社工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专业优势。鼓励社区工

作者积极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考试，努力提高持证社

工比例。截至目前，汉台区持证

社工 149人，占比达到 20.5%。
联合社会组织以持证社工

继续教育、急需紧缺人才培养等

为抓手，通过线上辅导和线下讲

授相结合、“集中+自学”两手齐
抓、“实地观摩+座谈交流”共促
进等方式，举办社工站建设运营

培训班、社会工作者能力提升培

训班、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等学习

培训 20余次，惠及一线社工 480
余人，累计时长超过 160小时，
营造了社会工作人才“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实现了驻站社

工服务技能和社会组织人才提

升互促双强。

“小活动”凝聚“大能量”

社工站联动本土社会组织

依托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开展“众筹端午、情

暖夕阳”、老人集体生日会等活

动，倡议社区居民、商户、社区

志愿者等各方资源共同参与、

传递爱心。同时，号召辖区单

位、企业、商户等进行众筹，累

计物资折价 4 万余元，直接参
与群众近 4000 人。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开发各类民生小服务项目，如以

送政策、送服务、送健康、送温暖

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我为居民

办实事，爱心助老公益行”活动，

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社

工征集社区居民需求，链接多方

资源，凝聚多方力量共同发起

“我为居民办实事”志愿者招募，

共招募 47位专业技术人士参与
为群众提供技术服务，直接服务

群众 300余人次，活动发放宣传
资料 1000余份，提供义诊 60余
人次，眼科检查 80余人次，口腔
检查 50 余人次，理发 70 余人
次，电路维修 7人次。

关注“一老一小”的服务重

点，通过凝聚社会资源、争取基

金会项目、福彩项目等渠道为孤

儿开展线上募捐活动、“庆六一”

活动、成长小组活动，为他们送

去了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呵

护和关心。

“小服务”传递“大温暖”

强化“精准小服务”增强内

生动力，对摸排出的 80 余名空
巢、独居、高龄、困境老人和残

障人士，提供了“精准服务菜

单”个性化探访服务，重点对健

康状况、经济状况、安全状况、

需求状况定期探访，对于特殊

紧急情况实行即发现即报告即

处理，为全区形成居家老年人

“探访、帮扶、服务”三位一体体

系奠定基础。

针对儿童开展的“乐伴成

长，乐言敏行”留守儿童社交成

长小组、“童你有约，平安相伴”

儿童安全教育小组活动，帮助留

守儿童了解、认识和探索自己，

引导他们运用自己内在及外在

资源，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促

进人际交往能力正向发展，活动

直接受益儿童 30余名，间接受
益 100余人。

接下来，汉台区将充分发挥

“社工站+社会组织”联动得天
独厚的优势，更精准地把脉基层

社区需求，为特殊群众提供精准

服务，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助力实现基层社会工作效果最

大化、最优化。同时，通过合力

开展为民服务活动，提升居民

参与意识和共建能力，激活社

区自治组织活力，提高公共服

务效率和便捷性，有效推动基

层力量联动优势与社区多元共

治的发展目标匹配契合，助推新

型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在汉台大

地蓬勃发展、落地见效。

（据陕西网）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集聚“社工站+社会组织”联动力 激活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甘肃省玉门市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微网

格”的实践路径，通过搭建“微网格、微信群、微

心愿、微服务、微公约”的“五微”党建载体，激发基层治理

的新活力、新动能，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

市汉台区坚持“党

建引领、多元参与”的五社联

动工作思路，创新完善“社工

站+社会组织”新机制，以社

工站为抓手，以镇级社工站

和社会组织同频发展为着力

点，建立常态化良性互动机

制，搭建系统化合作共建平

台，引导基层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

撬动民生大服务、社区大和

谐、基层大治理，打造具有汉

台融合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