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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高新区持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纪略

聚焦基层治理 聚力赋能增效

今年以来，阳泉高新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新机制，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下的高效合作与融合机

制，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拓宽资源整合渠道，细化服务

管理措施，全面优化村社发展环境，持续推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阳泉市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

工作开展以来，阳泉高新区按照“减负、赋能、增效”的

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市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

会议精神，巩固已完成任务，靶向整治未完成事项。目

前，58 项具体任务已完成 55 项，完成率为 94.8%。

完善架构模式

下好基层治理“一盘棋”

阳泉高新区坚持高位推动工作开展，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完善高新区党建工作领导机制，成立 4 个

工作专班，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制定出台《高新区破

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重点任务清单》，

分 2 批共计下发 58 项具体举措，进一步细化分解工

作任务。工作推进中，高新区通过重新界定权责，将乡

镇行政执法职权清单目录动态调整为 50 项，总体事

项压减率 33.3%；制定《阳泉高新区机构调整实施方

案》，对 10 家机构进行职责、编制及岗位调整，确保机

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能够紧密贴合业务需求和战

略目标。

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党工委层面先后组织召开

专题安排部署会 4 次，党工委书记亲自研究部署，主

要领导专题研究协调推进，各部门坚持同题共答，组

织与人力资源部、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建设管理部等

部门下沉基层蹲点指导，认领基层问题事项，上下联

动合力解决问题。

深入调研，及时调整。高新区成立专项工作调研

组，深入中心（乡镇）、村（社区）开展调研走访活动，了

解基层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成效与经验。

建立每月调度、定期通报、量化评估等制度，为破解基

层治理“小马拉大车”提供信息畅通渠道。银龙社区以

“服务小切口，解锁大民生”为目标，探索推行“1+4+5+
N”治理模式，即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建设“五心先

锋”等 4 个志愿服务站，强化社区与小区物业、驻区单

位、社会组织、居民“五方联动”，创新基层治理“N 项

措施”，通过打造“青春手拉手”志愿服务站、“指尖幸

福手工坊”“七步议事”等特色服务，以群众“微自理”

疏通治理的“毛细血管”，实现社区治理共管共治、共

建共享。

打造阵地网格

织好管理服务“一张网”

居馨社区创新开设“书记下午茶”活动，在各小区

设立“睦邻议事亭”“党群会客厅”，让居民有议事说事

的场所。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不断完善民主协商

平台，做到“线上平台全时沟通，线下商议面对面开

展”，实现“大家事、大家议”。楼栋长、单元长、网格员

全部入群，对居民的日常诉求和疑问进行收集上报，

并及时传达给相关部门，真正做到线上服务“楼栋

里”。目前已累计解决油烟扰民、化粪池堵塞、天花板

漏水、噪声污染、小区环境治理等问题 80 余件。

权责界定明，治理效能升。阳泉高新区出台《阳泉

高新区“属地管理”事项责任清单指导目录》，明确涉

区级部门和乡镇（中心）的 81 项责任事项，确定主体

责任和配合责任。动态调整乡镇行政执法职权清单目

录为 50 项，总体事项压减率 33.3%。罗列乡镇（中心）

层面的法定权力事项 375 项，权责管理正式迈入了清

单化、规范化、动态化的新阶段。推行“一对多”“多对

一”工作对接方式，实现基层岗位与上级部门、职能科

室及承办人员 100%的岗位对接率，建立权责清单协

调联动评估机制，通过对 234 项事项进行 3 轮评估，

发现并整改问题 56 个，有效推动了基层治理工作的

持续改进与优化。

基层得赋能，权责相匹配。制定乡镇（中心）领导

班子成员、村（社区）“两委”包联网格（小区）制度，明

确履职清单，消除“大网格”，科学划分村社 174 个网

格。惠泽社区坚持以多元化服务供给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做实党建引领“核”、网格管理“经”、互联互动

“纬”，着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即时性、全覆盖的

基层治理体系，打造“小惠来了”社区治理品牌，线上

利用微信群、邻里微光小程序搭建网格员与居民群众

的沟通桥梁，线下通过入户走访摸排民意，宣传政策，

问需于民。

推行“四双”机制，300 多名机关、国企、园区党员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工作，有效缓解了社

区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今年，社区将原来的 96 项履

职事项精简至 34 项，还排查摘除了超出职能范围的 2
块虚牌，明确了社区的核心职能，让社区工作更加聚

焦于核心任务和群众需求。“以前感觉工作做不完，很

忙但效率不高。减负后，我在办公室‘坐’的时间少了，

到基层为居民服务的时间更多了。”大华社区工作人

员方圆说。

完善“警网融合”机制，建强社区干部、民（辅）警、

网格员、平安志愿者共同参加的平安建设队伍。目前，

110 报警服务转办工单 17 件，占总工单的 0.4%，工单

办结率为 100%，服务满意率为 93%。

全区协同发力

形成联动解决“一股劲”

党建领航向，治理强根基。整合区域内各类党建

资源，绘制党建地图，推动乡镇（中心）、社区、单位、行

业组织之间的共建共治共享。加强“三新”领域党的建

设，制定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实施意见，

完成行业党委成员换届和职责调整，推动互联网、交

通运输等行业党委书记由主管部门“一把手”兼任。标

准化建设暖“新”驿站 9 个，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

业群体提供休息、充电、学习等便利服务。制定小区党

群服务站建设和保障标准，优化 89 个小区党群服务

站设施布局，完善功能设置，发挥基本阵地作用。引导

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15 个，提升社区事务、公益慈

善、文体活动等工作质效。

党建引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成立物业行业党支

部 2 个、业委会 26 家，成立物管会 81 家，将村办物业

由村“两委”直接领导，让物业公司充分融入村民，实

现多方联动、会商调度，共同研究、共同解决问题，使

得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加强。高新区在阳泉市率先推广

村办物业的模式，杨家庄乡的南杨家庄、孙家沟，驼岭

头管理服务中心的河坡、张家洼等村先后成立物业公

司，住宅小区由村民自管自治。村办物业公司成为破

解“小马拉大车”基层治理难题的着力点。截至目前，

高新区共有 5 个试点村率先创办村办物业公司。这些

公司凭借本土化服务优势，迅速在乡村市场中站稳脚

跟，村均年收入达 40 余万元，基本实现盈亏平衡。此

外，这些物业公司共解决村民就业 124 人，累计服务

村民 4289 户，涵盖了环境卫生、绿化养护、设施维修

等多个领域，有效缓解当地就业压力的同时，为村民

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便捷的服务。

数字提效率，治理展新颜。依托山西政务服务网

可办理事项 142 项，事项网办率达 95.9%，通过山西政

务服务网，实现政务服务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

“一号申请、一次登录、一网办理”。积极开展“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清理无效政务微信工作

群 48 个，注销政务公众号 2 个，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整治强制使用、过度留痕、多头填报等问题。

下一步，阳泉高新区将持续针对难点弱点问题，深

入研究推进措施，全力以赴补齐短板差距。持续为“大

车”减负，进一步明确属地管理事项，持续完善赋权事

项“一乡（中心）一清单”，确保乡镇（中心）“接得住”“用

得好”。持续为“小马”赋能，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严

格“四下基层”制度，不断优化网格服务管理和党员服

务群众 2 个机制，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二三产业等方

面寻求突破，着力提升乡镇（中心）“造血”功能。持续为

“道路”疏通，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落实每

月调度、定期通报、量化评估等措施，常态化开展基层

党建共建联建，着力提升物业党建联建水平，优化基层

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用，重点提升基层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效能。同时，发挥“数智新城”建设优势，依托“城

市大脑”，赋能智慧乡村、智慧社区建设，持续提升治理

数字化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加快走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刘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