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答卷
四川城乡社区治理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城乡居民的生活家园，社区治理联系千家万户、感知群众
冷暖、汇集民心民意、检验执政得失。

社区治理创新是两项改革“调乡、合村、并组、优化社区”系列“组合拳”的拓展延伸，是
“后半篇”文章的重要内容。2019年，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对加强城乡基层治理作出了部署，
决定实施“城乡社区治理试点示范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在社区建制调整方面，四川通过

“建、改、分、合、调”5种方式，新增社区461个，对1307个社区的边界进行了优化。
11月以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深入基层社区一线开展集中采访，深度挖掘

社区治理中涌现的典型案例和感人事迹。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推出“四川城乡社区治理三年答卷”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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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四川召开全省加强和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会议，总结部
署了全省社区治理工作，尤其是对“城
乡社区治理试点示范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所带来的新成效、新变化给予了
充分肯定。

在社区治理方面，四川近年来做了
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11月22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
四川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坚持问题导向
启动“三年行动计划”

2019年10月以来，四川省民政厅
在赴市（州）调研指导乡镇行政区划调
整改革的同时，对各类社区进行了考
察。通过调研发现，全省社区治理总体
态势不错，但存在着“发展不均、布局不
优、服务不强、队伍不专、主体不够、投
入不足、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尤其是
社区形态差异较大，有分布于商业大
厦、功能完善的“社区综合体”，也有散
布于居民院落的“社区小空间”。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与经
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密切相
关，社区治理总体上呈“有场地”到“有
社工人才”“有社会组织”，再到“有社
会企业”“有社区经济”的演进趋势。
比如，成都市专业社工人才和社会组
织较多，还有不少社会企业，社区经济
初显生机。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方的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严重不足，
甚至连“有场地”这个基本条件都没解
决好。“于是我们萌发了要通过试点探
路、示范创建方式打造一批社区，实施
城乡社区建设示范工程的构想。”该负
责人表示。

社区治理创新是两项改革“调乡、
合村、并组、优化社区”系列“组合拳”
的拓展延伸，是“后半篇”文章的重要
内容。在社区建制调整方面，四川省
贯穿了社区治理优化的考虑，通过

“建、改、分、合、调”5种方式，新增社区
461 个，对 1307 个社区的边界进行了
优化。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中，
专门制定了“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工
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社区治理创新
的思路和重点。

三层级联动
多维度创新社区治理

从全国来看，社区治理仍在探索之
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适的定势”。四
川省以“城乡社区建设示范工程”为重
点的“城乡社区治理试点示范三年行动
计划”，包含了 3 个层级的试点任务。
县级层面，突出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和社
区治理服务创新的主题；街道（乡镇）层
面，突出“五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化、
社会组织孵化等机制创新；社区层面，
突出打造便民服务型、智慧科技型、社
会组织参与型、社会企业带动型、社区
服务项目化、自治互助型等“六型社
区”。从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选取
40个左右的县（市、区）、40个左右的街
道（乡镇）、150 个社区开展试点，并以
县级政府作为承接主体，由基层治理委
员会统筹，民政厅、组织部具体协调。

具体创新方面主要有：推行“一个
框架”，即“党建引领+综合服务+综治
保障+科技赋能”；着眼“四新”方向，即

“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新场景”，
这也是社区治理创新的着力重点；落实
硬件上有改观、软件上有提升、服务上
有亮点、场景上有呈现的“四有”标准。
为使基层全面理解社区治理试点示范
的意图，民政厅重点在强培训、联系指
导和严格监管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由机关化、办公化
转向亲民化、服务化

目前，第一批 44 个县（市、区）、44
个街道（乡镇）、150个社区试点任务已
经完成，产生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
一批特色社区，创造了一批鲜活经验，
并总结推广成都、上海等地社区治理理
念和做法，更加注重在党建引领、场景

营造、居民参与、机制创新等方面下功
夫，社区治理由“机关化”“办公化”转向

“亲民化”“服务化”。
2020 年，省级投入试点资金 1.28

亿元，带动整合了各级各部门资金超
过 6.7 亿元。引入社会组织 500 多个、
培育本土社区社会组织 1100 多个，孵
化本地志愿服务队和引入外来志愿
服务组织近 1000 个，初步构建了“一
核多元”治理格局。社区服务也由面
向“一老一小”向“普适群体”转变，既
有传统的党务、政务、平安、综治等场
景，又有琴棋书画、书吧水吧、文创科
创、直播带货等新场景，吸引力大大
增强。

首批试点，产生了一批基层治理示
范县、30个示范街道、100个示范社区，
这当中有一些是建制调整的社区。“比
如，凉山州3个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贫困群众搬入后新设了社区建制。”
该负责人说，这些新的社区以试点为契
机，抓好“亲民化”改造、引入高校资源
和社工机构服务，有效促进了居民社会
融入，助力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
能致富”。

抓好四件事
助推“后半篇”文章走深走实

“风，起于青苹之末；浪，成于微澜
之间。”社区治理创新看起来不起眼，但
正在累积成持续、深刻、广泛的社会变
化。该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抓好四件
事：一是抓好第二批试点示范，总结运
用第一批成果，坚持“五社联动”，探索
社区治理新路子，实现社区“硬件上有
改观、软件上有提升、服务上有亮点、场
景上有呈现”；二是实施“互联网+社区”
行动计划，重点营造智慧党建、智慧政
务、智慧健康、智慧养老等十大场景，建
设一批智慧科技型社区；三是构建社工
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搭
建基层治理和服务的综合平台，力争在

“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社工服务
全覆盖；四是持续实施“彝路相伴”“牵
手伴行”项目计划，链接更多的社会资
源，引导搬迁群众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
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赵紫萱

看四川的社区治理

以社区“小治”服务治蜀兴川“大治”

▲成都市成华区跳
蹬街道杉板桥社
区。 省民政厅供图

◀示范社区打造社
区图书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人民
阅卷·广安行动”，竭力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筑牢地灾安全屏障，提
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据悉，在岳池县纪委监委督促指导下，县自规局对全县49处
地灾隐患点逐点制定防灾预案、落实专职监测员；开展宣传培训4
次、避险演练49场，累计转移避险100户5200人，实施4处重大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消除安全隐患97户351人。

“我们聚焦监督的再监督，在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的同时，坚持常态
化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督导检查工作，对督查发现的问题严格跟踪整
改落实情况；对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工作推诿卸责等行为坚
决予以追责问责。”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蒋梦云 王银华）

岳池：监督筑牢地灾安全屏障

现在有路灯，大家吃完晚饭可以到村里散散步，约三五好友跳场坝坝舞
……近日，在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下，岳池县石垭镇罗安村居民喜笑颜开。

这源自一场集中整治。今年以来，该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点题整治窗口单位群众办事难、农村照明设
施不完善等“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针对农村照明问题，该县纪委监委推动主管部门在2022年底
前分阶段为148个村安装太阳能路灯，方便群众夜晚出行，提升村
民夜间文化生活质量。

整治工作中，该县纪委监委持续跟踪督促各职能部门变“问题清
单”为“履职清单”，综合运用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明察暗访、列席会
议等方式跟进监督，确保整治走深走实。 （陈文韬）

岳池：农村路灯亮了

日前，在苍溪县百利镇新龙村违纪资金清退现场会上，村民邓
大爷兴高采烈地将“整肃纪律办实事 改良作风解民忧”的锦旗，郑
重地送到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手中。

今年来，为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苍溪县纪委监
委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大力开展下沉遍访、定期寻访、带
案下访、信访回访“四访”，同时督促31个乡镇每月开展1次“廉勤
大接访”，454个村社每季度开展1次“廉勤坝坝会”，部门、乡镇24
小时开通“廉勤一点通”热线，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自“四访三廉”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已化解信访320件，推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事情170件，群众满意度达96%，重复信访、越级信
访同比下降50%。 （李明东 刘紫艳）

苍溪：“四访三廉”解群众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