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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重庆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过开展“楼栋工作日”“院落自治”等工
作，让党旗飘起来了、群众动起来了、人心聚起
来了……日前，在万州举行的一场市级基层社会
治理现场观摩会上，当地城乡基层治理取得的实
效获得大家交口称赞。

以万州为窗口，打开的是重庆加强和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的全景。过去一年，重庆以项目化推
进社会治理向基层纵深延伸，激活了更多治理

“细胞”，擦亮人民群众幸福生活底色。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2021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持续把党的领导贯穿
基层治理各方面，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以有效精
准的服务能力，为人民群众幸福加码，为经济社
会发展护航。

党建引领
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

前不久，渝中区中山二路社区一化粪池堵
塞。以前出现类似问题，社区“看得见、管不到、
没钱管”。这次，中山二路阳光物业服务中心及
时召开联席会迅速解决了问题。这得益于该区
以“党建+物业”模式成立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实
现全域老旧社区物管全覆盖。

以党的领导为引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
理体系，探索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和
方法，成为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新常态。

“我们社区不通公交车，那么多人出行啷个
办？”“小区道路破损、路灯不亮，停车也是个难
题。”……去年7月，万州百安坝街道天台社区举
行了一场“楼栋工作日”现场办公会，来自区、街
道、社区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工作人员，现场倾
听居民诉求，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万州的“楼栋工作日”机制，在区级层面由有
关区领导包片，11个区级部门各包1个街道，整
合各方力量、资源，推动基层党建、居民自治、平
安稳定、文明素养、发展环境等“五事共抓”，推行

“四进走访”“四事四办”等治理机制，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培育社会动员机制和群众参
与意识，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在璧山，已在城区成熟运行许久的“党建引
领、小区治理”模式正逐渐向乡村场镇延伸。该

区七塘镇将老旧场镇划分为物业小区，由小区党
支部引领场镇居民成立业委会，党员分别在小区
党支部、业委会、楼栋任职，主动认领治理任务，带
动居民参与治理，并灵活利用小区现有资源“造
血”循环，真正实现了场镇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党组织挺起来，党员站出来，就是一面旗
帜。把党支部建在小区、建在楼盘上，填补了党
的基层组织覆盖“真空”，也是近距离发现问题、
探寻答案的有效路径。

“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主动适应社会
矛盾新变化和基层治理新要求。”市委政法委有
关负责人说，我市把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全过程、
各方面，树立科学理念、理顺工作架构，推动党建
向网格、小区、院落和新兴领域延伸，有效破解基
层社会治理瓶颈，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上个月举
行的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上，我市黔江、江北、
巫山、沙坪坝、璧山、荣昌6个区县受到表彰。
去年10月，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第二
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我市22个村镇上榜。

创新模式
三治融合激发动能提升质效

2021年，我市各地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

聚焦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等，以自治为
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导，充分激活基
层治理内生动力，治理质效大幅提升。

荣昌安富街道通安村10社，有个远近闻名
的“三崇堂”院落。近年来，通安村在此探索“小
院讲堂”议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
结合起来，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解决问题。

在乡村治理中，荣昌探索缩短基层治理半径，
将10户以上的传统院落作为治理单元，创建自治、
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新风小院”，定期开展产业
发展、农技培训、人居环境改善、法治素养提升等

“小院讲堂”活动，实现群众需求“不出院”就能收
集，新政策“不出院”就能听到，矛盾纠纷“不出院”
就能解决。目前，当地已创建“新风小院”220个。

围绕激发自治内生动力，我市通过深化基层
协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推广“三事分流”“一事
一议”等制度，广泛开展平安乡镇、村社区创建，
普遍推行积分制。如奉节每年拿出1700多万元
在村（社区）设立积分银行，让居民们事事可积
分、处处能积分、个个想积分。围绕强化法治保
障力，南川、綦江等地探索建立社区“法律诊所”，
选派律师、法律工作者定期“坐堂接诊”，让群众
在家门口接受专业法律服务。围绕发挥道德教
化力，各区县充分挖掘特色传统文化，强化农村

道德、法治、文明、感恩、励志教育，取得良好成
效。目前，全市社会组织达到1.8万个，社会工作
者6.6万余人。

在千头万绪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绘就新图景，
各地练出了“绣花功夫”。江北不断深化特色品
牌“老马工作法”，在街镇、社区分别建立“老马工
作室”“小马工作站”。永川“乡贤评理堂”、南岸

“三事分流”、彭水“五老自治队”、武隆“法治大
院”、铜梁“党建扎桩、治理结网”等治理品牌的影
响不断扩大，被各地因地制宜效仿、落地。

同时，市级层面还积极推动铜梁、黔江等8
个区县新成立区县级综治中心。市法院系统“一
镇街一法官”、检察系统“莎姐”检察官、公安系统

“一标三实”、司法行政系统“法润千里·治汇广
大”普法宣传和信访战线“治重化积”等有效做
法，也在全市各地基层治理实践中，逐渐由点上

“盆景”成为面上“风景”。

重心下移
服务群众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2021年，我市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个重

心，坚持力量下沉、资源下倾，持续优化治理体

系、着力提升治理能力、用好用活治理技术，精准
有效服务群众、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在黔江，当地坚持全区“一盘棋”“一张网”，规
划了构建“数智中枢”总平台+多个行业分平台的

“一总N分”基本框架，构建综治大联动指挥平台，
联动21个部门和镇街的数据资源，聚合力、活数
据、强效能，以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铜梁，群众难题诉求可“一键直达”职能部
门，背后同样是“智治”力量在支撑。在该区社会
治理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不同颜色的小点闪烁
着。每当群众反映问题，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小
点，中心立即受理，安排工作人员协调解决。问
题解决后，小点随之消失。

在我市不少农村地区，常住人口多为妇女、儿
童、老人，偏远山区情况更为突出。为解决小孩缺
乏关爱问题，去年8月，巫溪通城镇云台村在驻村
工作队及市妇联等单位支持下，组建了“邻里妈妈
团”就近开展结对帮扶。为着力解决“一老一小”
问题，石柱中益乡积极动员外出年轻人返乡创业，
还利用扶贫车间为妇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不久前，江北成功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实验区。这得益于当地社区治理效能水平
的大幅提升，源于创新探索的“三联”（联需求、联
资源、联服务）工作法和“五社”（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联动
协同治理模式。

江北铁山坪街道唐桂社区打造出“唐桂议事
厅”，通过居民议事会、小区院坝会、物业联席会
等形式，最大限度融合社区群众，引导社区群众
组织化、机制化参与社区治理。

公共服务不充足、缺乏归属感，群众对基层
治理不关注、少参与。武隆后坪乡白石村争取政
法部门资源力量，在村里建设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政法公共服务阵地——法治大院、“让一让”调
解室。在帮村民解难题、调纠纷过程中，不仅实
现了乡村善治，更有力助推了产业发展。北碚东
升村、渝北金刚村、万盛经开区五和村等，充分盘
活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同时以精细化治理聚人
心、增共识，让村民们切身感受到乡村善治带来
的可喜变化。

基层治理向纵深推进，我市在优化基层职权
配置上持续用力。2021年，市级相关部门依法
赋权11个经济发达镇306项，并稳步在全市推
开，着力增强乡镇（街道）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应
急处置权限。新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22个，累计培育“法律明白人”3.3万余名，实
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重庆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为人民群众幸福加码，为经济社会发展护航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是土生土长的崇河人，村里以前很少像
现在这么热闹。”说这句话的人叫蒋发焱，39岁，
綦江区安稳镇崇河村党总支副书记。

蒋发焱为何这么高兴？原来，当地保护利用
长征红色资源，打造了“枫香树下1935红军街”
项目，吸引游客在徒步重走长征路中牢记初心使
命。该项目还是綦江区“长征路上学党史”活动
内容之一，截至目前，“长征路上学党史”活动吸
引了市内外2000余个党组织30余万人到綦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回顾2021年，重庆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推动红色文化不断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
案例还有很多。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不仅让
一批革命文物焕发新的光彩，还提升了城市的颜
值与气质，助推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

红岩精神通过多种形式广为传扬

上月30日，渝中区红岩村红岩广场，一串串
红灯笼高悬树上，营造出新年气氛。广场上，遛
娃的父母、健身的市民、参观的游人比比皆是，一
派欢乐祥和的氛围。

59岁的侯兴菊正手持彩带，翩翩起舞。侯
兴菊的老家在石柱，最近来到渝中区照顾外孙
女。闲暇时，她喜欢到红岩广场上锻炼，“这个广
场好气派、真漂亮。”

侯兴菊点赞的红岩广场，是在2021年夏天
建设完成投用的。从无人机航拍视角来看，
8000平方米的红岩广场和绿树成荫的红岩村景
区融为一体，让这一著名红色景区更显庄严、大
气、美观。这是红岩文化公园首期项目的建设成
果之一。

重庆对“红色三岩”（红岩村、曾家岩、虎头
岩）进行整体打造提升，规划建设红岩文化公园，
是为了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记者从市
文旅委了解到，红岩文化公园首期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红岩革命纪念馆主入口和周边环境改造、
红岩干部学院改造和环境改造、曾家岩广场地下
空间改造、《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环境改造四个部
分。目前，首期项目已建设完成。

百年历史激荡，文物见证荣光。据最新统
计，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17处，馆藏革
命文物29374件（套）。其中，红岩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是一大亮点。

在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目前已有中
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桂
园、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新华日报》营业部旧
址、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等31栋红岩革命文物
在修缮完成后对外开放。一处处“重生”的革命
文物建筑，展陈内容更加丰富、智慧，给观众带来
不少收获和惊喜。

除了参观红岩革命文物，观众还能在舞台艺
术中感受红岩精神的时代魅力。从2020年9月
21日首演到2021年12月21日，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共演出377场，现场观众超40.42万人次，网
络点击量超548.9万人次。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由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们都
精心准备、倾情演绎，用真实、感人的红岩革命故
事鼓舞人心。展演第200场在四川大学举行，四
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栓久在观演
后感叹：“观赏展演时，我多次流下眼泪。这堂特
色思政课让学生真正喜欢、终身受益。”

2021年以来，川剧《江姐》、话剧《红岩魂》等
优秀舞台剧目在市内外开展集中展演和巡回演
出，让红岩精神通过多种形式广为传扬。

沉浸式感受长征精神受到热捧

村里陆续开了8家餐馆，辣子鸡、粉蒸羊肉等
美食让游客垂涎欲滴；脱贫户周伦英在红军路上
卖茶叶蛋等小吃，年入近两万元……说到2021
年崇河村的新变化，蒋发焱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2021年，上万游客来到崇河村，重走长征
路、听长征故事、缅怀先烈。这一年，村集体经济
实现收入20余万元，村民销售农产品收入100
余万元。昔日的空壳村变成热闹的旅游村，村民
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促使崇河村发生改观的“枫香树下1935红
军街”项目，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已经
建设完成的项目之一。

据了解，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内容为打造綦江、酉阳两个
主体建设区，城口市级重点拓展区，以及黔江、石
柱、秀山、彭水4个拓展区。

其中，綦江主体建设区成效显著，已完成石
壕红军烈士墓及纪念碑、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

红军桥和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王良故居、李世璋
旧居等保护展示项目并对外开放，长征主题研学
培训中心、“枫香树下1935红军街”项目建成开
放，王良同志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完成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标志性项目——重庆红军
长征纪念馆建筑设计和陈列大纲文本编写等工
作。目前正在加快推进红二团指挥部旧址保护
展示项目，预计2022年春节前向观众开放。

“2021年6月29日，王良同志纪念馆正式对
外开放，引发参观热潮。2021年9月24日电影
《王良军长》开始公映后，纪念馆的参观热度更高
了，开馆至今已接待观众8万多人次。”綦江区文
旅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周铃说。

另外，酉阳主体建设区完成南腰界红三军司
令部旧址、赵世炎故居保护展示并对外开放，实
施南腰界红三军旧址群保护，南腰界游客服务中
心建成投用。

截至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共实
施文物保护、纪念馆建设、文旅开发、基础设施配
套、环境整治等项目43个，其中完工18个。去
年以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相关景区景
点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让革命文物“串”起来“活”起来

刘安萍，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一位“95后”
讲解员。2021年11月24日，南岸区王朴烈士
旧居完成修缮正式开放后，她已在这里讲解十
余场。王朴烈士的六弟王容一家、曾在旧居生
活过的当地村民、成群结队戴着红领巾的少年
儿童……来到旧居的观众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
下，真切感受到王朴烈士和母亲金永华的英雄
事迹。

记者从市文旅委了解到，按照全市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市级层面重点民生项目
清单和全市革命文物工作会议要求，市文旅委实
行专人督办、挂图作战、打表推进、月度报告，全力
推进60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目前，已全面
完成2021年度目标任务，共完成保护利用项目
35个，王朴烈士旧居就是已完成的项目之一。

王朴烈士旧居是一座白墙灰瓦的围合式院
落，在茂林修竹掩映下显得古朴、幽静。在修缮
之前，这里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南岸区不仅修
缮了旧居，还在旧居内精心布置了“光荣的儿子
伟大的母亲——王朴烈士和母亲金永华”展览。

刘安萍说，王朴烈士虽然已经牺牲很久了，
但旧居展览中的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却帮助
我们还原了他崇高的英雄形象，让党员干部、青
少年从英烈精神中汲取精神力量、赓续红色血
脉，“孩子们听得可认真了，有的孩子听着听着泪
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据介绍，南岸区将把王朴烈士旧居与《挺进
报》旧址、周均时墓、王天行烈士纪念碑等革命文
物联动，打造一条党史学习教育研学线路，让革
命文物“串”起来、“活”起来，让党员干部群众在
参观学习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把革命文物串点成线，大有可为。据了解，
重庆注重深化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运用革命
旧址、纪念设施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40
个、研学线路7条，4条红色线路入选全国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接下来，市文旅委还将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
化利用，充分挖掘革命文物和革命老区的红色基
因，讲好红色故事，打造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推出
一批红色精品展览，开展一批红色文化活动，创
作一批红色题材文艺精品，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经
典景区，开辟公共文化空间，推动红色资源向文
旅产品转化。

重庆运用革命旧址、纪念设施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40个

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文物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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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相关部门依法赋权11个经
济发达镇306项

■新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22个

■累计培育“法律明白人”3.3万
余名

红岩广场建成投用。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供图）

2021年12月15日，荣昌便民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三级综治”指挥调
度系统上处理事件。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17处，馆藏

革命文物29374件（套）

■从2020年9月21日到2021年12月21日，红

岩革命故事展演共演出377场，现场观众

超40.42万人次，网络点击量超548.9万人次

■截至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共实
施文物保护、纪念馆建设、文旅开发、基础设

施配套、环境整治等项目43个，其中完工

18个

■重庆运用革命旧址、纪念设
施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

基地 40 个、研学线路 7

条，4条红色线路入选全国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
精品线路

数读·重庆保护利用红色资源

记者赵迎昭整理

记者王亚同整理

■黔江、江北、巫山、沙坪坝、璧
山、荣昌6个区县在平安中国建
设表彰大会上受表彰

66个个

■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
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
单，我市22个村镇上榜

2222个个

1111个个

2222个个

33..33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