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日，由中共成都市委社会

工作部指导、华西社区报主办的成

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经验分享会在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举行。中共四川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

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党

委书记李后强以《“成都经验”是场

景实践方式的重大突破》为题，深入

剖析成都基层治理的创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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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场景实践方法的重大突破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场景实践”的

重要方式

“场景实践”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或情

境下，通过具体的应用实例来解决问题、

实现目标或验证概念的一种方法。强调

的是在真实世界中实施解决方案，而不是

停留在理论层面。

“场景实践”在促进基层治理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具体的应

用场景，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

高政府服务效率，增强公民参与度，促进

政策的透明度与公平性。比如智慧城市

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设计、政务公开与透

明、社区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机制、应急响

应与灾害管理、环境治理与保护等方面，

应用广泛。这种方式强调在特定的实践

场景中解决“事”的问题和促进“人”的自

我增能，构建一种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理

论体系。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核心城

市，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应用“场景实

践”方法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形

成了一系列具有成都特征的经验和做法，

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要困惑

成都作为超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强，

资源分配不均，新旧矛盾交织，专业人才

短缺等，居民参与基层治理还存在“象征

性参与”“被动性参与”等问题。具体困惑

表现在——

体制机制：制度规范不完善，镇（街

道）、村（社区）层面缺乏具体实施的制度规

范；权责不匹配，基层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存

在“权小责大”的问题，属地责任扩大化，事

权下放后缺乏相应的权力和资源支持等。

共建共治共享：资源整合不足，个别

部门行业资源力量进网入格的常态长效

机制不健全；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群体

关系“原子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

性不高。

人才队伍建设：专业人才缺乏，社区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缺乏具备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基层干

部和网格员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智慧应用：数据孤岛现象，各部门数

据分散，系统繁杂，存在数据孤岛现象；技

术应用不足，智慧治理平台的功能不够完

善，技术应用不够深入。

网格治理：网格划分不合理，网格划

分不够科学；网格员负担重，网格员承担

的任务过多，工作量大。

针对这些困难，成都市正在通过完善

制度规范、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推进智慧治理等措施，不断提升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基层

治理向更加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方

向发展。

成都经验与重要启示

一是组织体系建设创新。注重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组织体系。

二是服务模式创新。实施“头雁”工

程，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书记，注重从优

秀党员、退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

选拔优秀人才。

三是治理机制创新。实施“微网实

格”治理，划分微网格，构建“社区总网格

党委—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三级

架构，建立“网格呼叫、镇街处置、部门报

到”的服务群众闭环机制，配备专职网格

员和微网格员，将所有党员编入网格，实

现精细化治理。

四是多元共治创新。建立多元参与

机制，组建“企业－社区－职工”议事会，

邀请职工代表参与社区规划和服务评

议。推行信托制物业服务，公开小区财务

信息，召开业主大会议定预决算。关注特

殊群体，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五是智慧治理创新。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搭建智慧

社区管理平台，集成业务系统，设置感知

终端，汇聚公共和社会数据，实现区、街两

级城运平台实战化运行。

六是社区营造创新。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加强社区文

化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用心测试民意，用情化解难题”。成

都市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党建引

领+场景赋能”，把治理嵌入社区生活、产

业发展和民生需求，把群众声音转化为治

理良方，用“绣花功夫”创造了大量成功经

验和典型案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具

有中国特色、四川特点、成都特征，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实现了场景

实践方法的重大突破，为其他地区提供了

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李后强

专家作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