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渝中怡家”构建“1133”模式

渝中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路径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变身温
馨的“居民乐园”；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丰富多彩；平时还有社
区工作人员将服务送上门……
生活在渝中，越来越幸福，已
成为很多“老渝中”的共识。

作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实验区、全国社会工作
服务示范区，近年来，渝中区
切实加强对社区治理工作的
领导，坚持以服务居民造福居
民为出发点，以服务精细化精
准化为目标，以依法治理改革
创新为动力，着力打造“渝中
怡家”，构建“1133”模式（即
城市社区打造一个平台、一支
队伍、三个服务、三个机制），
夯实社区治理平台，增强社区
服务能力，切实推进城市社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平台 亲民化改造社区
办公用房，打造“居民乐园”

“空间温馨舒适，办事方便快捷，
‘大变样’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让我觉
得非常惊艳。”居民周女士在解放碑街
道沧白路社区“渝中怡家”办完事后说。

渝中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渝中怡家”寓意“渝中一家人”“渝中
美好家园”，这里既是服务场所、活动
空间，也是治理平台，其核心理念是

“亲民、便民、优质、专业”。
为此，渝中区在社区办公用房推

进亲民化改造，变生硬阻隔式空间为
便利生活化场景。

去机关化，营造温馨环境。设置
开敞式、开放式、通透式空间，尽可能
拆除以前的长平台、封闭式墙壁。倡
导在陈设上多摆放沙发、圆桌、茶几等
家具，在色彩选择上多运用米黄色、黄
色等居家暖色调，在场景营造上多使
用花艺绿植、软装配饰等艺术物品，尽
可能减少机关化风格的办公桌椅。

去形式化，规范标识标牌。开展
社区挂牌专项整治，整合、取消、规范
挂牌10余类。全面推行“一室多用”，
统一设置公共服务区、文体活动区、沙
龙区、办公区等功能区。

去办公化，增加服务空间。坚持
“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场所最大化”
原则，办公面积占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总面积的比例控制在10%左右，节省
的空间全部用于增加居民活动场所。

这些“渝中怡家”一改原社区办公
场地“柜台服务”的样子，开放的空间布
局、蓝色与原木色的搭配、暖色调的灯
光、艺术感十足的圆形沙发……时尚
而温馨，让人眼前一亮。随着沧白路、
中山二路、彭家花园等一批“渝中怡家”
的建成，真正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群众
的距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据了解，到2023年，“渝中怡家”
将实现全区79个社区全覆盖，进一步
优化渝中区社区治理平台，夯实社区
治理基层基础。

一支队伍 社区工作者兼具
职业化、专业化

在渝中区，社区工作者不再是大
妈大娘，小年轻、青壮年甚至研究生打
起了主力。

变化从何而来？渝中区按照成熟
小区400户、老旧小区250户1名的
标准配备专职社区工作者1360名，平
均每个社区17名。严格选用标准，健
全“区招、街用”机制，全面签订服务协
议，开展“本土化”交流，培育“专业+
全能”型队伍，定期招录公务员、事业
编制人员。同时，建立3岗12级岗位
等级补贴制度，社区党委书记补贴最
高达到四级调研员工资水平。同时，
健全以居民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考核
机制，测评结果以网格为单位全区拉
通排序并与绩效挂钩。

据了解，为打通社区工作者的上
升通道，渝中区每年拿出3个行政事
业编制，面向社区工作者招聘。系列
举措吸引了4名研究生考入社区，把
社区工作当做一份事业来干。

三项服务 社区工作者主动
上门解决问题

很多渝中区居民发现，近年来，自

己总能在社区背街小巷、小区楼道里、
居民家门口“偶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

而这，正是渝中区全面实施的“三
上三清”社区服务行动的结果。这一
行动让社区工作者走出办公室，将社
区工作从“等群众上门”变为“送服务
上门”。

据介绍，“出门”后的社区工作人
员主要是“上门”，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问政于民，了解辖区居民及企业情
况；“上路”，走街串巷、进楼入院发现
城市综合管理等方面问题；在这过程
中，得“上心”，坚持清白做人、清白干
事。

配合“三上三清”，渝中区推进社
区工作综合服务、专业服务、精细服
务，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
道。

在全面推行综合服务方面，渝中
区统一将原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
务平台的10余个部门条线窗口整合
设置为2个-3个综合服务窗口，建立
窗口人员AB角、轮流值班制度，推行

“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分工办理”服务
模式，细化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26
大项为93小项，编制30余项代办、受
理事项操作手册，规范制定民情日志

台账，专职社区工作者每人每周用于
走访群众的时间不少于50%。

为精准供需对接，渝中区整合统
筹社区资源，梳理需求清单、资源清
单、项目清单，科学设置各具特色的社
区服务项目，突出因地制宜、供需对
接、“一社区一特色”，不搞全区“一刀
切”。如针对文化资源丰富的社区设
置“文化剧场”、微型企业比较多的社
区设置“小微驿站”、紧邻学校的社区
设置“四点半课堂”、老年人比较集中
的社区设置“老年大学”“社区食堂”、
人流集中商业价值高的社区设置咖啡
吧、花店等。

今年以来，全区社区工作者累计
走访群众41.8万户次、收集解决问题
1.5万个，真正服务到了老百姓的心坎
上。经第三方机构独立调查，居民满
意度从2018年的80%上升到2021年
的98%。

三个机制 多元共建共治共
享推进社会化治理

听讲座、学手工、咨询法律服
务……家住大溪沟街道的方婆婆忙
得不亦乐乎，她说，现在“家门口”的社
工活动越来越丰富，不仅可以学到知

识，平时遇到什么难处，也可以向社工
寻求帮助，这让她觉得生活在渝中非
常幸福。

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
多，居民对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进社会化治理，变社区居委会单打
独斗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必然。

“我们主要建立了三个机制，第一
就是促进资源向社区下沉。”渝中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渝中区推行区
委常委联系街道、部门结对社区，街道
向社区派驻第一书记，社区警长担任
社区党委副书记等工作机制，增强社
区力量。区级财政每年投入社区服务
设施建设经费达到7000万元，在每个
社区每年服务群众专项经费30万元、
办公经费20万元的基础上，整合环
卫、绿化、物业等经费下沉社区，平均
每个社区每年增加经费40余万元。

第二个机制是增强社区统筹统揽
能力。全面建立街道、社区党建联席
会，“街道点题、部门答疑”“社区举旗、
家家出力”、“居民点单、党员接单”服
务机制，常态开展“三级书记马路办
公”和以“上门、上路、上心”为主要内
容的社区服务行动，及时解决社区问
题。同时建立“区级部门下沉事项举
报机制”，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定期开
展专项检查，切实为社区减负。

第三个机制是引入社会力量协同
治理。渝中区每年引入110余家社区
社会组织入驻“渝中怡家”，针对困境
人群、精神障碍患者、老年人、青少年
等实施服务项目100余个，直接服务
居民群众4.6万人。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目前，社区治理理念已贯穿于渝中区
委区政府决策全过程，形成了渝中区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亲民便民化建设基
本规范、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实施办
法、“三事三色”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
等可复制可操作的社区治理机制11
项，有力提升了渝中区社区治理现代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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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一新的渝中区石油路街道彭家花园社区“渝中怡家”

渝中区两路口街道中山二路社区社会组织入驻标志墙

渝北区：补短板攻难点 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

“和为贵”居民会客厅、
“情理堂”、“民情茶馆”……一
个又一个基层组织和群众事
情共商、难题共解的平台在渝
北区出现。村（社区）事务党
员群众同发声、共治理，有效
疏通“堵点”、消除“痛点”。

近年来，渝北区按照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突出抓好党建引
领、基层自治、协商共治、减负
增效及基层设施和队伍建设
“五版块”，坚持“三治”结合,
通过制度创新、赋权减负、模
式打造等手段，不断补足基层
治理短板,打造城乡社区治理
新格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空壳村”美丽蝶变
协商共治筑建和谐村社

初秋，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几
场秋雨过后，气温骤降。如丝秋雨下，
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眼前的树木葱
郁成林，各色鲜花争相盛开。闭上眼，
还能闻到泥土和草木的清香。顺着干
净的马路走进村里，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座青瓦白墙整齐排列的农家别墅。
一道道的风景线，绘就了一幅诗意新
农村的美丽画卷。

看着如今的美丽乡村，很难想象
几年前的金刚村是一个典型的贫穷落
后山区“空壳村”。穷则思变，乱则思
治。在区委区政府、镇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金刚村立足党建引领，扎实推进
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创
新社会治理、助推产业振兴为抓手,探
索出了一条以治理促发展、以发展强
治理的乡村振兴新路。

在金刚村的蝶变中，社会工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任务重、头绪多、难
点多。在社工帮助下，金刚村组建了村
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三
会”组织并充分发挥作用。村民议事会
民主监督村务，凡关乎集体发展和村民
利益的焦点问题，都要经过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通过村民代表自主评
议，对本村出现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教
育；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提倡勤俭

节约，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在议事协商方面，村里还建起了

乡村治理场所——情理堂。“情理堂”
由镇村干部牵头，建立乡村“和事佬”
为主体，民警、律师为支撑，形成相对
稳定的“1+3+X”矛盾纠纷调解队伍，
围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
服务群众。

如今的美丽金刚村，矛盾解了，人
心齐了，乡村富了，日子美了。

据了解，金刚村并不是个例。目
前渝北区积极搭建畅通民意，通过建
自治平台解决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不足
的短板问题。目前，渝北区回应诉求
的沟通、协商平台，协商议事机制和工
作平台日益成熟，所有村（社区）建立
起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
自治载体。制定了《渝北区城乡社区
协商工作指导目录》和《渝北区城乡社
区协商工作制度》，将“三事分流”工作
机制有效融入城乡社区协商，全区所
有村（社区）都建立“三事分流”工作台
账。已形成“情理堂”、“民情茶室”、

“畅晚庭”、“群众议事厅”、“和为贵会
客厅”、“三事六议”等协商模式。

小积分赋大能量
民主自治强化群众主体

搞好自家室内和庭院的卫生后，

村民通过手机成功积分。然后到积分
超市，兑换成礼品。这样的一幕，经常
在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上演。

2020年7月，茨竹镇在放牛坪村
开始推行村民积分制，以家庭为考评
单位、用积分记录村民的日常行为。
村民可以用积分兑换服务、实物甚至
是政策奖励，以此激发村民参与农村
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如今的放牛坪村，村民“共建共
享”的热情被激活，实现了从“被动管
理”到“主动治理”转变，小积分发挥了
大作用。通过积分管理，党组织凝聚
力更加增强，村党总支号召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大幅增强；乡村治理更加有
效，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合
一”乡村治理体系初见成效；农村乡风
更加文明，群众良好习惯逐步养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体现。如
今，茨竹镇16个村也全面推行了积分
制管理。

在推行“积分制”的过程中，放牛
坪村党总支充分突出党建引领作用，
提高基层队伍的社会治理能力，在抓
实班子建设、夯实群众基础、发挥模范
作用等方面发力，筑牢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确保积分制在落地过程中有
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
量，放牛坪村民“积分制”坚持自治、法

治、德治“三治合一”，积分的主要内
容、评分标准、运行程序等方面，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引导群众参与

“积分制”管理全过程，强化群众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主体作用。

不仅仅是放牛坪村，在民主自治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方面，渝北区下了
大功夫。每年更新印发《渝北区村
（居）务公开目录》《关于进一步扎实有
效地做好村规民约执行工作的通知》，
并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机制，规范基
本程序，落实权利，充分发挥监督作
用。

同时，规范民主自治工作程序。
落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23项依法
自治事项、27项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
项和7类负面清单，细化协助政府工
作事项内容，在此基础上村（社区）健
全完善《村（居）民自治章程》《村（居）
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村（居）民议事会
制度》等，强化民主自治工作程序。

抓好“五版块”
打造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突出抓好
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协商共治、减负
增效和基础设施及队伍建设“五版
块”，坚持“三治”结合,打造城乡社区
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方面，渝北区着力于提

升基层凝聚力。村（社区）党组织切实
发挥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
导核心作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
员交叉任职比例达71%，领导和推进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支持和保障村（居）民依法开展
自治活动，确保村（居）民自治落到实
处。

基层自治方面，不断强化群众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主体作用，进一步提
高村（居民）自治化程度，深化基层群
众性自治建设。实施村（社区）事务

“阳光工程”，完善村（居）务监督委员
会的监督机制。各村充分发挥村规民
约自我约束作用，全面实行村（社区）
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

协商共治方面，渝北区搭建了
基层组织和群众事情共商、难题共
解的平台，形成了“和为贵”居民会
客厅、“情理堂”、“民情茶馆”等协
商模式，实现村（社区）事务党员群
众同发声、共治理，“有事好商量、有
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

减负增效方面，渝北区从破解基层
负担过重入手，向行政管理惯性“开
刀”，用好“四张清单”破解了“不知干什
么”、“不知怎么干”、“什么都干”、“万能
公章”的问题，成功破困局、提效能。

基层设施和队伍建设方面，做好
“强堡垒、强队伍、优服务”三项工作。
强堡垒，目前渝北区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357个，达到社区阵地全覆盖，800
（含）平米以上的社区阵地有100个；
强队伍，出台《渝北区社区专职工作者
管理办理》和《渝北区村专职干部管理
办法》，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规范
化建设；优服务，推行无差别“通窗受
理”服务，推广“渝快办”等线上政务平
台，让更多事项实现“掌上办”、“指尖
办”。

据介绍，目前渝北区城乡社区治
理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态势，
对加强基层自治组织管理、城乡经济
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
作用。

李利萍 唐楸

木耳镇金刚村村委会新貌 摄/汪春瑛

大盛镇青龙村“畅晚庭”村民议事 摄/游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