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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

石。基层社区治理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对社区治理工作高度重视，

多次作出重要论述。2020年 7月

在吉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要求我们“要加强党的领

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

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

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为

我们做好新时代社区治理各项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社

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神经末梢”。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建设引领

基层治理，用好用活基层党组织

这把“金钥匙”，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组织力、

凝聚力、战斗力。扎实推进新时

代吉林党支部标准体系（BTX）建

设，接续开展“作风建设年”“基

层建设年”活动，创办长春社区

干部学院……一系列务实有效的

举措持续补齐短板，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充分彰显 ，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为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聚起

磅礴力量。

加强基层治理永远在路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发挥好一线

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我们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全面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做

到上下联动、一抓到底，就一定能

更好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吉

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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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
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
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小社区，大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特别是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服务居民、造福群众，奋力开创社

区治理新局面，不断提升居民群众幸福感。

“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要推

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把基层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任

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2020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视察时的这番话为我省社区治理

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省及时制定出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吉林行动”计

划》，通过构建“1+8”组织体系建设工作格局，开创区

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新局面。各地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建立

城市党建联盟 2307 个，联盟成员单位 12539 个，以党建

引领构建多方参与格局 ，为社区治理注入了强劲动

力。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

督。我省重新修订《吉林省实施办法》，将社区居委会届

期由三年调整为五年，全省第十一次社区居委会换届选

举实现一次选举成功率、按期换届率“两个百分百”和社

区干部学历、年龄“一升一降”目标，社区党组织书记、社

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比例历届最高。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我省制定完善社区协商目

录，健全民主恳谈、听证、议事、评议、咨询等协商机制，

居民议事厅、百姓说事点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党群议

事日、民情恳谈日等协商实践活动广泛开展。

长春市朝阳区社区协商“4335”工作法，细化 4 个协

商类别、明确 3个协商层面、实行“三化”协商同步、建立

5项协商制度，推进社区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开展。宽

城区搭建“小区夜话”议事协商平台，将小区治理难题首

先交给群众议、群众办，汇集民意民智，快速解决问题。

全省各地全面建立健全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

长”联动机制，通过组织提名、个人自荐、民主推选等方

式，组建了 43万余人的“三长”队伍，常态化参与疫情防

控和社区服务，打通了社区治理“微循环”。

以保障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为重点，我省健全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机制，实行社区

重大事项党组织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居民

会议或居民代表决议“四步议事法”，党员和群众参与社

区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不断拓宽。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配套、资源整合共享……我

省通过多种方式推进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城市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平均面积达到 828 平方米，1000 平方米以上社

区占比36.6%，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大力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推进“书香吉林·幸福

学堂·社区阅读空间”建设全覆盖，打造“十分钟百姓阅

读圈”。开展“健康生活·悦动吉林”幸福杯社区风采秀

活动，举办全省社区春节晚会，1450 个社区居民文艺团

体广泛参与。

一老一小 ，社区至宝。我省开办社区“四点半课

堂”，为学龄儿童营造温馨健康的成长环境。聚焦老年

人服务需求，依托网格党群服务站，开展居家保洁、医疗

照护等上门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全方位

的服务。

我省各地聚焦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深入实施幸福社区建设工程，打造了 485 个幸福社区建

设示范点，形成了“一社一品、一社多品”的社区特色服

务格局。

“万名基层治理专干”招聘计划、强基惠民“百千万”

工程、“万家联一网”工程、提升党建引领“平战结合”基

层治理效能的若干措施……一系列创新性政策举措，让

推进全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迈

入崭新阶段。

各地积极推动基层建设年走深走实，将治理资源

和力量向基层投放，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向社区延伸 ，全面推行社区“一站式”服务“全科社

工”模式……我省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服务事项

目录清单，社区领办、代办服务事项平均达到 52 项，

群众办事更加便利。

一个个社区描绘着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圈”，一项

项数据展示着我省社区治理的具体成效……城市更有

温度，幸福更有质感，且看社区治理的“吉林样板”。

晒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圈”
本报记者 祖维晨

社区治理，人才是关键。

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根植社区、服务社区，成功搭建社区

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平台，围绕思想理论武装、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群众工作方法等内容，对社区干部进行全面系统的能力培

训，引导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提

出“要总结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高教育培训

的先进性和系统性”。

两年来，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牢记嘱托再出发，通过优化

课程设计、提升师资力量、自主研发教材、丰富教学方式等，持续

在“做特做优”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基层社

会治理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使受训学员“训完能用、训完即用、训

完好用”。

“学院创新在线培训系统，将线下教学培训搬到线上来，设

计了微电影、动漫教学、情景再现、专题辅导、互动交流等课程形

式，打通线上、线下培训‘双渠道’，实现‘两条腿走路’。”吉林长

春社区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周勉征告诉记

者，目前社区干部学院已面向全国优选教师和导师409名，打造

形成社区干部“双线培训、全员培训、专业培训、定时培训”的吉

林模式。

社区工作者身处基层治理第一线，最前沿、最急需的是工作

技巧和工作方法。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坚持“干而论道”，强

化实训教学，既培养情感，又传授方法，让社区工作者想干、会

干。

研发推出“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两个实务演练课程，把

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实务搬到课堂上来，结合“三会一课、协商

议事、发展党员”等实际工作，模拟工作中的程序和流程，达到规

范工作和会做工作的目的。

坚持把课堂搬到社区去、设在群众中，在典型街道社区、城

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开设一线课堂，充分利用城市基层党建现场

教学线路、现场教学实践点，开展现场体验、实践操作和现场导

学、讲学、研学、评学。

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还有效利用省内外优质教学资源，

选取城乡社区典型、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作为教学培训基地。

目前，已建立福建军门社区、宁波市划船社区、长春市长山花园

社区等各类教学实践基地81个。

激活人才“活水”，破题社区治理。截至8月底，吉林长春社

区干部学院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模式，圆满完成各级各类培训

班182期，集中培训学员9.2万人，充分发挥了基层干部培训的

主阵地作用。

未来，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将继续立足全省、面向基层，

突出“干而论道”，发挥品牌优势，坚持选优建强，着力培养打造

高素质、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促进社区基层治理

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

激活“一池春水”
本报记者 李娜

“小社区”托起“大幸福”
本报记者 李娜

楼房粉刷如新、路面干净整

洁，凉亭里，老人们悠闲地下棋；广场

上，欢歌笑语阵阵传来……走进长春市宽城区

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一幅安居乐业的美好画面跃

入眼帘。

2020年盛夏，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山花园社区，他强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牢记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六治”融合，不

断拓宽服务内涵、提升治理能力，曾经的“老大难”社区蝶变成如

今的花园式典范社区。

20名社区工作者如何服务好7000多名居民？“靠的就是党建

引领。”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回答。

长山花园社区构建的“四级”党建网络体系和“三长”管

理体系把社区治理和服务延伸到最基层。社区党委还不断

整合资源，吸纳长春师范大学等 10 多个域内外单位成立

“1+1”大党委，共同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闹心事和揪

心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目前，社

区已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了楼栋、居民家，实现横向

到底、纵向到边、党组织全覆盖，为社区治理提供了

坚强的阵地保障。

自治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头。

2010 年以来，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组织居民

相继成立“小区自治管理委员会”“居民事务

志愿服务站”“居民物业议事会”“物业事

务监委会”，组织居民自主管理物业。

大家的事 ，大家议 、大家定 、大家

办。从此，“有事好商量，急事快

商量，难事多商量，大事必商

量”，成为长山花园社区解

决居民难点热点问题

的有效思路。

“大到燃气

改造，小到

停车位

规划、楼道粉刷，都会拿到居

民议事会上讨论。”吴亚琴告诉记者，通

过民主议事，社区一大批“老大难”问题得到解

决。

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居民自治模式，吸引居民自觉自愿

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现在，社区还活跃着“四小”志愿服务

队、红袖标义务巡逻队等14支“红马甲”志愿服务队，还有10多

个“百姓说事点”“邻里守望哨”，帮助居民群众解决日常生活问

题万余件。

社区治理千头万绪，在基层工作近30年，吴亚琴感慨地说：

“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始终坚持“居民就是我亲人”服务理念，

不断探索服务新领域、新内涵、新方式，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辖区老人多，养老问题突出，社区便组建专职养老服务队，

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成立“康乐之家老年服务中心”，为

老人提供送理发、送洗澡等“十送”服务；

居民就业有困难，社区通过提供“项目帮参、场地帮

选、资金帮筹、技术帮教、执照帮办、困难帮解”服务，

先后帮扶 1000 多人实现重新上岗、100 多人实现更优

就业；

社区还建立“护苗工程”“未成年人七大保护”

等帮扶机制，帮助辖区400名青少年健康成长。

……

“小社区”托起“大幸福”。长山花园社

区统筹区域治理“一盘棋”，集中力量办

好居民的大事、难事、家门口的事，成

为社区基层创新治理的全国样

本。面对新时代居民的新需

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表

示，将持续探索，带领

辖区居民继续创造

幸 福 、传 递 幸

福、共享幸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