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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不眠，换你平安。”3
月16日凌晨2时，沙坪坝区丰
文街道一位社区党组织书记在
微信上发出的这8个字，引来
朋友圈中的点赞。

在组织社区居民全员核酸
检测中，社区内的党员和红岩
志愿者已连续奋战了20余个
小时。社区的居民也自觉、有
序地配合检测。

“这次疫情防控检验了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说，有一
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四
区”建设的根基。

2021年底召开的沙坪坝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作出了全力
打造创新驱动示范区、开放引
领示范区、文化传承示范区、人
民城市示范区的部署，这是沙
坪坝区未来几年的奋斗目标。

建设“四区”需要凝聚全区
人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社会环境来保障。因而，新年伊
始，区委就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作出部署，并迅速落实到全
区的城镇社区和乡村院落。

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中，沙坪坝区实行了党建扎桩、
治理结网、文化铸魂。

核 心 提 示
党建扎桩
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成为主心骨

谢彦欣是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办事处的一名
党员干部，她参与设立的“红色议事厅”，搭建起
物业、社区、业主及社会单位的交流平台，由志
愿者收集问题，“红色议事厅”协调解决问题。

“虽然在这一工作中也吃了不少的闭门羹，但好
在确实真正帮助一些居民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李叔
叔的失业保险、高奶奶的大病救助……都在我们小
本子上‘销号’了。”谢彦欣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红色议事厅”是沙坪坝区基层党组织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载体。以小区为单元作为
基层社会治理着力点，以求将辖区内的问题解决
在基层、矛盾化解在社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自
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目标。土主街道党
工委为此组建了56人的“党员干部先锋团”、252
人的“土主能人帮帮团”，在“议事厅”接待居民群
众3500余人次，累计为居民解决了462个问题。

各级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源
泉。目前，在“党建扎桩”中，沙坪坝区已开始全
面推动党的组织向网格、楼栋等“最基层”“第一
线”延伸，将党员充实到网格管理中，充分发挥
各级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党员的
引领作用。

治理结网
织密延伸进城市楼栋和乡村院落的大网

治理结网，将基层社会治理覆盖到了城乡
的各个角落，推动了“治理体系”向“体系治理”
的转变。

沙坪坝区通过党建引领，开始织密延伸背
街小巷、楼栋和乡村院落的社会治理网络，结起
一张社会治理的大网。

“百年世家有居民被锁在门外了，有谁知道
开锁的电话？”前不久，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凤凰
山社区网格平安员微信群闪出一条信息。1分钟
后，电话号码就回复在了群里，还伴着这句话：

“居民开了门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好放心。”
1个小时后，群里又弹出来消息：“锁已经开

了。”发消息的是网格平安员张洁，回消息的是
凤凰山社区党委书记杨晶。

通过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实现了“人在格中
走，事在网上办”。网格平安员深入网格内每一
个角落，走进居民家中，及时发现居民困难和需
要，第一时间上报处理，快则两三分钟，多则两
三天就能解决问题。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办事处有一处社会治理
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眼睛一直盯着指挥屏幕，全
街道的马路道口、背街小巷、广场小区等尽收眼
底，一旦发生意外紧急情况，可立即通知网格平
安员前往处置。

背街小巷的安全和卫生秩序，是基层社会
治理的重点之一。沙坪坝区在结网中建立起覆
盖全域的三级社会治理指挥中心，增设背街小
巷高清摄像头5000余个，构建起“智安小区”资
源共享、协同建设体系，为背街小巷的安全装上
了“千里眼”。

在沙坪坝区联芳街道香榭里社区书记、主

任韩秀兰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显眼的牌子——
“兰姐不难解”。“到社区、找兰姐”已经成为社区
群众的共识。一次，香榭里社区某小区业主因为
车库排水管网、人车分流等矛盾与物业僵持不
下，韩秀兰得知情况后，多次组织开发商、物业和
业主代表召开协调会，找到问题节点，引导各方
共同推动了问题的逐一解决。

社会矛盾的化解，是基层治理中最多的
事。沙坪坝区通过打造“15分钟党群服务生活
圈”“和顺茶馆”等，结成了一张老百姓化解矛盾
纠纷的网。

乡村善治也被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
环，沙坪坝区创新建立“乡村会客厅”，推行“积
分制”，充分发挥出乡村“带头人”和“年轻人”两
支队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在推动治理扁平化、能力现代化中，沙坪坝
区依托实体网格，构建网上网格，做到问题发现、
研判、交办、督办、办理、反馈的系统化、闭环化，
实现“问题能看见”“信息能触发”“处置能见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在治理结网
中，沙坪坝区全力推进“多网合一”“一网多能”，
逐步建立起高效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一竿到
底的指挥运行体系、行之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实现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集成作战。

文化铸魂
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人

在沙坪坝区的重庆西站、磁器口景区乃至
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有一道亮丽的风景——“志
愿红”。

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人，提升老百姓
的思想文化素质，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因而，沙
坪坝区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文化铸魂，
把人的素质提升作为根本，增强自我管理意识，
群众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当好主人翁。

沙坪坝区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通过深入
开展“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实践活动，发展
壮大红岩志愿者队伍，激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
的共建共治共享内生动力。

目前，沙坪坝区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已建起1
个红岩志愿服务总队、22个镇街红岩志愿者分
队、160个村（社区）红岩志愿者小队以及“9+N”
个红岩志愿者专业分队的队伍体系。目前，全区

“红岩志愿者”总数超30万人，发布志愿服务项
目20513个。这些红岩志愿服务活动成为红岩
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并打造出全国第一条景
区志愿服务文化展示街——“志街”、全国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磁器口古镇金蓉社区等。

文化铸魂还延伸到乡村振兴中，通过打造
“诗意田园”的乡村建设，沙坪坝区已完成11条
歌乐山沿线山城步道建设，通过“文化+旅游+
农业”，打造出科普文化体验基地“萤火谷”文创
农场、永宁村“荷塘月色”、三河村“远山有窑”乡
村文化景点大院，以及精巧地布局出乡情陈列
馆、滴翠乡村文学馆、乡村书屋、乡村舞台、游客
驿站等便民文化旅游设施。

文化铸魂在提升群众思想文化素质的同
时，也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
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人。

沙坪坝 夯实“四区”建设中的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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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议事会”治理居民身边的“大事”

“难事儿不难提，好事儿好商议。”沙坪坝区石
井坡街道光荣坡社区的居民对社区的“议事会”给
予了这样的评价。

2月18日，光荣坡社区今年首场居民“议事会”
如期而至。大家围绕新一年社区里的大小事发言，
在和谐有序的民主协商氛围中，一项项民生实事达
成共识，一件件需要解决的“急难愁盼”被社区吸纳。

“今天有两个议题要和大家一起商议。”待居民
陆续落座后，社区党委书记陈紫娟发话，“一个是围
绕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四区”建设，社区梳理
了12项重点工作任务；二是听取大家对当前需要
解决的民生诉求。”

在社区梳理的12项工作中，有老旧小区改造、
增设监控摄像头、安装养老智能门磁卡等民生实
事。每一项工作，陈紫娟都认真给居民作解释说明
后，请居民发表意见，最后通过大家举手表决。

当第一个议题议完后，第二个议题议得更热
烈。居民们提出了公共区域的路灯安装、整治栋楼
的公共下水道漏水、修剪长进居民窗台的树枝、规
范社区摩托车停放、增加便民设施等诉求。对这些
居民身边的“议题”，陈紫娟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并承诺尽快解决。

社区“议事会”每月定期举行一次，通过“议事
会”，完成了像老旧小区消防安全、城市更新、社区志
愿服务完善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百余件民生实事。

“和顺茶馆”顺了民气

前不久，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和顺茶馆”增设的
巡回法庭，对一件民事纠纷案开庭审理，边审案边
普法。

目前，作为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推
广的“和顺茶馆”，沙坪坝区已在回龙坝、中梁、磁器
口、小龙坎、联芳、双碑等镇街建成15个，并将于今
年实现全域覆盖。

沙坪坝区创新建设的“和顺茶馆”是汲取川渝
特色文化元素，在吸纳茶馆休息娱乐、信息交换、定
纷止争等传统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党建、民政、司
法、调解、文化等职能融合下沉，让基层社会治理更
有温度、更具精度、更显广度，构建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沙坪坝区按照群众要求，在每个“和顺茶馆”都
制定了部门下沉“时间表”：周一是组织部门的“初
心课堂”，给群众讲党史国情；周二是镇街领导接
访，当面为群众解疑答惑；周三是法律援助咨询和
网格民情分会......

“和顺茶馆”已成为顺民气、消民怨的好地方。
前不久，中梁镇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因受疫

情影响，村民的土地流转资金未能按时付款。一
位村民见款迟迟未到账，便私自将荷塘围栏剪
断，进入地里种植和养殖，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村干部得知情况后，将双方请到“和顺茶馆”喝茶
调解，双方在喝茶的氛围中，协商达成村民自行
处理好在公司流转的土地上养殖的家禽和种植
的蔬菜，公司也在谈好的时间内付完流转金的调
解协议。

回龙坝开展矛盾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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