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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何巧用这

根“针”，串起千条“线”，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难题？近年来，伊通满族自治县以党建引

领为核心，以多元治理为主体，构建起“多元共

治”格局，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径。

“基层治理工作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千家

万户，必须走深走实，时刻倾听百姓呼声、随时

回应居民需求，实实在在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县委书记孙立阳的话语中透着坚

定与执着。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统筹下好“一盘棋”

伊通从顶层设计入手，坚持以党的全面领

导为基层治理把关定向，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

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组织

领导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

方面。

为了破解县域内老旧小区多、物业管理不

到位、居民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伊通成

立由分管县领导为书记的物业行业党委，组建

街道物业工作联盟，健全完善“党支部主导、业

委会决策、物业企业落实”治理机制。建立“街

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5级“纵向到底”的

党组织架构。整合社会资源、物业服务场所等，

打造县级、街道、社区、网格4级党群服务中心

（站）57个。建立简约高效的管理体制，增设街

道“基层治理服务中心”，按照“4+2+X”模式，规

范设置内设机构，统一搭建党群服务、便民服

务、综合治理、行政执法“4个平台”，推动基层

治理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运转。深化街道赋能扩

权，制定职责清单和“3+1”配套工作手册，细化

梳理主责事项、配合事项99项，有效厘清街道

与职能部门职责边界，真正让权力好操作、能落

实、起作用。

启动“支部建在物业、党旗插在小区”行动，

全县所有小区全覆盖成立党支部，组织发动

2372名在职党员、253名退休党员参与小区治

理，吸纳物业公司、社会组织优秀党员85名进

入物业党支部班子，使党员在为民服务第一线

充分发挥作用。

研究制定一整套标准，对42家物业公司设

立物业“红黑榜”，督促提升为民服务意识，5家

物业公司因提供服务不到位被约谈。规定物业

要在小区内安装“两箱三栏”，畅通投诉渠道，及

时化解矛盾纠纷。

成立国企物业公司——红馨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陆续接管165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覆盖12000余户居民。“红馨物业接管后，给小

区更换了路灯和楼道声控灯，安装了电动车充

电桩，全天有专人保洁，每个小区都建有微信工

作群，平时谁家下水堵了、灯坏了，群里吱一声

就有专人上门维修，而且一平方米住房面积只

收0.5元的物业费！”正在凉亭里玩扑克的新十

中小区居民王文杰大爷满意地说。

构建“1887”基层治理服务体系。组建人员

排查、环境监督、应急处置、白衣卫士、纠纷调

解、关心关爱、政策宣传、文明创建8个志愿服

务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开展清洁家园、文明

家庭创建、健康生活伴我行、守望相助、多彩文

艺、“我有专长，有事找我”、广纳群言、关爱助老

“八大行动”，基层治理与应急处突、诉求解决有

效衔接，深度融合。

智慧赋能智慧赋能 平台融合“一张网”

伊通全面探索“智慧+”基层治理模式，整

合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城管、智慧社

区、数字乡村等平台，通过“多网合一”融合一

体化发展，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善治”

转变，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智慧大脑”

赋能基层治理。

创新“三长 AB岗”工作机制。按照每 500

户一个网格标准，重新划分网格 136个，配备

3786名“三长”（小区长、楼栋长、单元长），进

一步畅通基层治理“毛细血管”。由“三长”担

任“A岗”，由包保小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员担任“B岗”，平时，“A岗”配合社区工作人

员开展常态化治理，实现“一网统筹、智联互

联、邻里互通”的自治局面；突发情况时，“B

岗”迅速响应，负责应急抢险和服务保障，与

“A岗”携手共治。同时，制定出台《关于加强

“三长”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落实“三长”待

遇，激发“三长”队伍活力，“三长”从无人愿干

转为争相竞聘。

坚持服务管理集约化、网格事项规范化、

事件流转责任化。积极推动警务力量下沉网

格，10名民警兼任社区“两委”委员，10个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立警务室。改变“等着群众

找”的传统服务方式，常态化下沉网格排查、梳

理、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闹心事，摸清底

数、记录在案、及时办理、定期回访，形成了“日

走访”“周座谈”“每月回访”“书记下午茶”“网

格座谈会”等一系列“日常工作在网格”工作机

制。

全方位设置监控点位、摄像头和高空球机，

变整治为“智治”。在平台技术支持下，社区矫

正等7类重点人群实现了多方管控，小区内乱

停车、违规养狗、噪音扰民、飞线充电等群众呼

声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下水道、井盖等12

处重点区域得到全时段监管，偷盗、侵犯人身权

利等4类治安案件在平台得到侦破，形成了“一

套人马抓到底、一根杆子插到底、一把尺子量到

底”的格局，有效解决了协同管理和服务中的难

题。

2020 年，县综治中心正式入驻四平市社

会综合治理信息化平台，横向上与伊通各平

安建设相关成员单位进行联通，纵向上实现

了县乡村三级综治信息平台贯通。在群众反

映矛盾事件的第一时间，综治平台就迅速转

办到相关主体部门，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截至目前，网格员事件上报11447件，已办

结11387件，办结率99.48%。其中，涉及矛盾纠

纷事件上报875件，转办矛盾纠纷事件621条，

已办结619件，办结率99.68%。

齐抓共管齐抓共管 精细服务“零距离”

落实“一社区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工作理

念，综合研判社区服务对象年龄结构、文化层次、

身体状况、从事行业等因素，打造“福安茶馆”“正

阳康养”“福康文化”“庆阳健身”“永青助老”5个

社区党建品牌。拆除“矮墙”、打破隔阂，变柜台

式服务格局为“零距离”贴心式服务。“延时错峰

预约”，为居民提供便利高效服务；为老年人免费

开放服务大厅、棋牌室、乒乓球室，丰富业余文化

生活；为儿童提供课后看护、书画室、创意培训

室、电子琴室，解决家长工作忙、无人照看孩子的

痛点。

福康社区引进“社区合伙人”，为群众搭建一

批优质服务平台：传承“非遗文化”，打造中医理

疗室、草编工作室、剪纸工作室、书法工作室、多

功能培训室；让居民走进社区学习剪纸、编织、书

法等传统文化技艺；创办中医养生馆，每周邀请

知名中医到社区坐诊，开设养生课堂，提升居民

健康素养；与盛恒培训学校、农业农村局、人社局

合作，承接各类培训，实现“社区合伙人”获益反

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

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在197个村

和社区，组建“啄木鸟矛排小分队”，依托乡镇（街

道）党（工）委和村（社区）党组织，形成了“3+N+X”

的人员组织架构，即以1名乡镇街干部、1名包村

（社区）民警和1名驻村（社区）辅警为主体，1209

名屯长、44名网格长为机动力量，吸纳58名律师

担任村级法律顾问，还有32名员额法官、576名

“法律明白人”。发挥驻村辅警与屯长、网格长人

熟地熟，乡镇干部可多方协调的优势，确定了“1

拖4”排查要点，挨家挨户进行拉网式走访摸排

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先后走访摸排7000余人

次，排查矛盾纠纷隐患1254起，化解1232起，化

解率达98.2%。全县连续3年未发生“民转刑”

“刑转命”案件，行政复议案件数同比下降了

58.6%。经验做法入选省“我为群众办实事”案例

选编，并获得公安部认可和推广。

开展“无讼村”创建活动。从全县197个村

和社区中，优先选择对接基础较好的11个村屯进

行试点，从中再选取3个“无讼示范村”先行试点，

进而在全县铺开。制作《矛盾处置分工模式图》

《矛盾排查流程图》，按照“3+1+N”模式组成矛盾排

查纠纷综合团队。法院、司法、公安三方参与，“百

姓说事、法官说法、民警说案”，构建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形成调解合

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化解在萌芽，达到1+

1+1＞3的效果。借助公安“矛排小分队”平台优

势和排查基础，对11个试点村4977户16465人逐

户逐人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建立特殊人群台账，针

对纠纷类型形成个性化化解预案，按矛盾激烈程

度实行“黄、橙、红”分级处理。组建微信工作群，

运用远程调解室、在线诉讼平台等现代科技手段，

第一时间指导纠纷化解，预防矛盾升级形成诉

讼。截至目前，共排查出矛盾隐患300余件，通过

司法解答、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方式，全部化解完

毕。进行无讼村试点的红塔村，在“吉林省黄牛产

业园区项目”拆迁征收中，驻村法官积极主动提供

法律服务，全方位加强普法宣传，持续提供法律支

持，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序推进。

完善“吹哨报到”工作机制。为有效破解基

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

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推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

向“接诉即办”转变，简化吹哨报到流程，重新制

作吹哨报到流程图、吹哨事项参考清单等，在每

个社区设置“民生呼应簿”，做到“民有所需、我有

所为”，制度运行以来，累计吹哨45次，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38个。结合社区发展需要和短板

弱项，对社区第一书记进行重新调整，选派县直

较大部门“一把手”担任，明确社区第一书记常态

工作、议事协商等5方面工作制度规范，充分发

挥第一书记桥梁纽带作用，链接双方资源，采取

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德治教化德治教化 文明新风润人心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少了，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的多了；乱倒垃圾、随地吐痰的少了，美化庭

院争当文明户的多了；醉酒赌博的少了，文娱健

身的多了；婆媳吵架、邻里不和的少了，孝老爱亲

互帮互助的多了——说起村里的变化，伊通镇建

国村党支部书记孙国柱一脸的喜悦。村里的风

气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好，得益于制定并严格执行

的村规民约。

伊通通过“引导、激励、弘扬”的文明创建工

作，积极倡导新风尚，实现德润人心。建立居民

公约治理体系，全县所有村（社区）均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本村（社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设

立村（社区）“文明红黑榜”，鼓励先进、激励后

进。共评选伊通好人52人、最美婆媳562人，发

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打造满族特色村寨5个，营

造民族团结氛围。在满族特色村落中，传承和弘

扬原生态的满族婚礼、花棍舞、二人转、跑旱船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杀年猪、包黏豆包、做豆

腐”等满族饮食习俗，依托满族传统族庆日、颁金

节等节日，弘扬伊通百姓心之所系的“文化之

魂”，描绘出以德化人的“同心圆”。

走进北岗子村的“道德银行”，两侧的货架上

整齐地摆放着抽纸盒、香皂、牙刷、牙膏、洗衣液、

清洁剂、洗发水、米面油生活用品，以及电水壶、

电饭煲等日用品。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物品标签

上标注的不是价格，而是不同数值的积分。工作

人员牟中发介绍：“2020年初，我们依托本村志

愿者工作站、乡贤集资回报家乡、省联社党建共

建捐物等渠道得到的资金与物资，探索建立了村

‘道德银行’。所谓的道德银行，就是采用积分管

理模式，把本村居民做的好事兑换成道德积分，

将这些道德积分登记在每个志愿者的‘道德银

行’储蓄卡上。道德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可

在‘道德银行’、慈善超市兑换物品或服务。被评

为‘最美家庭’‘伊通好人’‘道德模范’或参与‘好

媳妇先锋队’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人，都会获得

相应积分。同时，如果受到治安处罚，参与邻里

纠纷、参与‘黄赌毒’等违法违规的人，会被扣除

基础积分。”

言不在多贵在行，良法善治安天下。正是因

为“件件都落实”的态度和力度，才有了长治久安

的伊通之道！

““多元共治多元共治””打通打通““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伊通满族自治县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纪实伊通满族自治县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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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在社区学习草编技艺。

县人民法院探索实施“无讼村屯＋共享法庭”治理模式。

发展中的伊通。 关春 航拍

中医进社区开展健康问诊。

社区书记走进网格开展“民情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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