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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车辆长期霸占小区地下停车
场的车位，我们的车却没地方停！”“高
楼层的住户经常乱丢垃圾，好几次差点
砸到我，能不能管一下？”……在巧家县
玉屏街道湖畔社区富春小区的楼栋议
事会上，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反
映身边的问题。这场看似普通的楼栋
议事会，实则是巧家县委、县政府以党
建引领移民社区综合治理的生动缩影。

作为白鹤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
重点区域，巧家县承接了5万余名移民
群众。其中，玉屏街道湖畔社区富春小
区面临着居民融合难、利益诉求多元、

治理资源不足等问题。如何破解移民
社区治理难题？巧家县以创新打造“湖
畔议栈”为载体，探索出一条“党建引
领、多元共治、智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新
路径。

“以前反映问题像‘打游击’，现在
楼栋长就是我们的‘代言人’。”富春小
区居民王大姐感慨道。富春小区将 7
个楼栋划分为治理单元，通过“三上三

下”民主推选机制，选出 7名楼栋长和
19 名信息员，搭建起“月月有议事、事
事有回音”的民主协商议事平台。

为确保楼栋议事会真正发挥作用，
湖畔社区制定了“三步工作法”，让议事
会“议”出实效。

精准选人，让“能人”脱颖而出。楼
栋长需经“群众推荐—社区考察—公示
上岗”三道程序，以确保公信力。富春
小区 1栋楼栋长老夏回忆道：“我刚开
始还担心这是‘一阵风’，但社区干部多
次上门沟通，还组织我们到先进社区参
观学习。最终大家选了我当楼栋长，我
会好好干，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议事闭环，让建议变成行动。通过
“提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全流程
闭环机制，首次召开楼栋议事会就解决
了居民地下车库管理、高空抛物等 23
项诉求，居民提出的“潮汐车位”方案被
采纳后，小区停车难得到有效解决。

资源联动，让“单干”变“协同”。针
对小区门口车辆逆行现象，社区“吹哨”
后，交警部门及时增设隔离栏和警示标
志，并联合物管加强巡查。

“移民社区治理的核心是让群众
‘唱主角’，但社区党组织必须发挥‘主
心骨’作用。”湖畔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

国说。湖畔社区构建“社区党总支—网
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
系，实现党员中心户联系服务群众全覆
盖，形成“党员带群众、一户带一片”的
治理格局。

针对小区活动阵地不足、居民归属
感弱的痛点，湖畔社区党总支实施阵地
提质工程，将小区闲置用房改造为“湖
畔驿站”。这一集党员活动、议事协商、
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不仅解决了“开会没场地、活动没去处”
的难题，还通过内设的“移民之家”展示
厅，陈列老照片、旧物件等，生动还原了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历程和移民搬迁故
事，让小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重构集体
记忆，增强社区认同感。

聚焦移民群众“就业难、看病难、办
事难”等现实需求，湖畔社区启动惠民
服务工程，联合巧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开展“技能
培训进社区”“健康义诊到家门口”等活
动。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电工、家政、
养老护理等实用技能培训 12 场，惠及
居民 2000余人次，帮助 50余人实现家
门口就业。针对老年群体，开通“红色
代办”服务，累计提供代缴电费、代购药
品等服务上百次，让他们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温暖。

为破解搬迁群众与本地居民融合
难的问题，湖畔社区创新文化融合工
程，打造“移民文化长廊”，通过图文展

示、设置雕塑等形式展现移民文化特
色，同时开展“新家园故事会”“邻里节”
等群众性活动，促进不同群体交流互
动。舞蹈队队长李阿姨感慨道：“以前，
大家都不熟悉；现在，我们经常在一起
排练节目、参加活动，关系可好了！”文
化认同的构建，让移民群众真正实现了
从“身安”到“心安”的跨越。

“‘湖畔议栈’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平
台，还是凝聚人心的阵地。”巧家县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
积分管理和“吹哨报到”机制。通过建
立“基础分+贡献分+负面清单”的动态
积分管理体系，将参与社区应急救援、
矛盾纠纷调解等事项纳入加分项，激励
居民不断参与社区治理；完善智慧治理
平台，开发“湖畔治理通”微信小程序，
实现“吹哨—派单—处理—评价”全流
程数字化管理，并试点视频监控与“吹
哨”平台联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富春小区一居民在楼栋议事会上
说：“过去是‘干部干、群众看’，现在是

‘大家一起干’，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新
家园’！”从“各说各话”到“共商共办”，
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巧家县

“湖畔议栈”治理模式成功解锁移民社
区的“幸福密码”。

近年来，鲁甸县砚池街道党工
委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聚焦基
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将党建工作
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推动基层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相关工作做法
先后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肯定与
推介。

“党建+网格”
把党群组织延伸到每个层级

健全组织体系。构建“街道党
工委—社区党总支—片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四级党组织体系，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条块结
合”的组织网络；组建楼栋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基层治理协调会等52
支群众自治队伍，吸纳成员364名。

配强党群队伍。高位推动“大
岗位制”改革，统筹兼顾工青妇工
作，选优配强社区“两委”班子，设
置楼栋长 129 名；组建党员先锋
队、志愿服务队 72支，发展群团组
织成员3000余人。

建好全科网格。整合党建、
综治、民政等部门网格资源，以片
区党支部为基本单元，构建 36 个

“多网合一、一网到底、一网共享”
的全科网格。统筹协调 19家党群
部门和共建单位力量，设置“微网
格”，构建起“片区党支部+楼栋网
格+微网格+居民”的管理服务体
系，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的组织
保障。

“党建+服务”
把帮扶措施落实到每个家庭

全覆盖精确识别。充分发挥
“党建+服务”优势，扎实开展“叩
门行动”大走访。将独居老人、空
巢老人、困境儿童、大病患者、残障
人士等特殊群体标注为“红色”；将
存在就业、就医、就学或生活困难
的人群标注为“黄色”，将就业、医
疗、教育、生活等各方面均有保障
的人群标注为“绿色”。

全领域精准帮扶。依托“红黄
绿”分类管理机制，围绕群众需求，
充分发挥党组织、群团组织、社会
组织、职能部门的作用，截至目前，
组织开展实用技能培训 55 期，培
训 9600人次，累计转移就业 1.3万
人次；建设青年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春熙商业街，吸纳 712 人稳定
就业；开展“情暖夕阳”“四点半课
堂”等特色活动，解决辖区儿童照
看难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居民满
意度。

全天候精细服务。深入推进
“小小探头连万家”行动，对社区居
民突发情况做到第一时间响应；联
合群团组织及社会力量开展入户
走访，累计提供居家照顾、康复训
练等服务 6000 余人次，为独居老
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举办集体
生日会 351 次；开设“长者食堂”，
为特困人员、独居老人等群体提供
生活便利，切实满足群众多元化需

求，实现便民服务“零距离”。

“党建+合力”
把资源力量下沉到每个社区

区域统筹共驻共建。整合辖
区共驻共建单位资源，建立“社区
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落实“社区
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定期研
究推进社区治理各项工作。聚焦

“一老一小”群体，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常态化开展象棋比赛、红歌传
唱、快板表演等文体活动，不断丰
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创新推行

“全科网格+物业管理”模式，召开
联席会议 300余次，协调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2600余件。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建立“领
导挂社区、部门包楼栋、干部帮群
众、党员联万家”四级责任体系，组
织动员群团组织和共建单位通过
项目策划、活动认领等方式，打造

“助残帮扶”“能工巧匠”“职等你
来”“巾帼家政”“幼苗呵护”“银发
看护”六大群团服务品牌，累计开
展各类主题活动1420余场次。

多元协作共治共享。聚焦搬
迁群众法治意识淡薄以及邻里纠
纷、婚恋矛盾、青少年成长等问
题，充分发挥“昭通政法挂千村、
乡村振兴法治行”活动的作用，以

“五社联动”为抓手，构建“党建引
领、部门协同、群团联动、居民自
治、群众参与”的多元协作机制，
开展妇女儿童普法宣传和青少年
专题辅导 431场次。

“党建+新风”
把文明习惯浸润到每个群众

教育培训转观念。积极开展
“10 + N”文明实践活动，对搬迁群
众开展“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
主题活动129场，覆盖3万余人次；
开展家风传承、操家理务、交通安
全等各类培训 305期，培训 2万余
人次；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健身运
动等文体活动3000余场次。

志愿服务革陋习。建立“志
愿服务+积分兑换”机制，组织群
众积极参与“革陋习·树新风”志
愿服务活动，对在环境卫生整治、
交通劝导、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
表现突出的居民，可凭积分到社
区兑换生活用品。组织楼栋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基层治理协调会
等群众自治组织，引导群众破除
陈规陋习，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其他宴会不办，培育健康文明
的社会新风尚。

典型选树强引领。将移风易
俗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以“明礼知
耻·崇德向善”为主题，定期开展

“文明楼栋”“文明家庭”“好公婆”
“好儿媳”等创建评选活动，共评选
出“文明楼栋”21 栋、“文明家庭”
349 户、“好公婆”643 人、“好儿
媳”691 人，有效促进搬迁群众养
成文明习惯、提升文明素质、增强
文明意识。

天色微明，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的村道
上已有人疾步行进。125名五户长和 61名党员
志愿者踏着露珠深入 23 个网格单元，将 712 户
居民纳入“五户联治”的温情网格。这张以黄草
社区党总支为引领、党员为纽带的治理网络，正
在乌蒙山麓徐徐展开。

黄草社区党总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植入人心，“党建+生态”模式催生了一
场静美变革：209盏太阳能路灯渐次亮起，照亮
麦地至莲花洞的夜行路，那昏黄的光晕成为晚
归人心中最踏实的指引；9.3公里主干道从田榜
延伸至熊坳，车轮碾过硬化路的声响是通往便
利与希望的韵律；黄草集镇二街的柏油马路
旁，曾经荒废的篮球场已焕然一新——橡胶地
面映着晨光，健身器材旁传来欢声笑语，廉洁
文化墙前常有驻足的身影。随着垃圾污水治
理、庭院美化工程持续推进，人居环境的点滴
蜕变，恰似治理根系深扎后绽放出的第一朵幸
福之花。

治理的温度体现在细微之处。当村民矛
盾纠纷调解现场移至农家院坝，几条板凳，一
壶清茶，五户长们用熟悉的乡音俚语化解生活
难题。43 起矛盾纠纷在拉家常的氛围中得以
调解，95%的调解成功率背后，是日积月累的干
群信任。这份日常可见的温情，正化作精准服
务的实际行动：通过“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党小组组长+居民”的工作模式，1631 名劳动
力中 1319 人实现稳定就业，81.9%的就业率为
群众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驻村工作队
每月定期走访困难群众，带去的不只是问候
与关怀，更是困境中的希望与支持。面对渝
昆高铁建设拆迁安置难题，社区干部们或围
着灶台，或坐在田埂上倾听民声，“一户一策”
的方案既消除了群众顾虑，也凝聚了发展共
识，彰显出赤诚为民的初心。

治理的深意，终将沉淀为文明的滋养与未
来的期许。黄草小学的琅琅书声里，孕育着最
美好的希望。40万元改造的图书室书香弥漫，
孩子们指尖划过崭新的书页，眼中闪烁着对知
识世界的惊奇；明亮的爱心教室与洁净的新浴
室，悉心守护着学生们成长的每一步；县人武

部打造的国防教育墙、法院驻村工作队带来的
“普法强基”课堂，像一道无形的篱笆，为稚嫩
的童心筑起法治屏障。文明的种子，正在广袤
的乡土间悄然萌芽。晒谷场上，村民们围坐一
圈，你一言我一语，字斟句酌修订村规民约；文
艺汇演的歌声乘着晚风越过山峦，篮球赛场上
的喝彩划破宁静的夜空，点燃了乡村的活力；

“身边好人”的事迹在袅袅炊烟中口口相传，孝
老爱亲、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如璀璨星辰照亮
乡间。廉洁文化墙下祖孙共读的温馨画面无
不诠释着乡风文明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
着这片热土。

走进黄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振兴的薪火
代代相传。年轻党员们围拢在“头雁”身边，热
烈讨论着猕猴桃的疏果技巧、竹笋的深加工工
艺，知识的火花在交流中迸发。选优配强的社
区“两委”深知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正着力
培养一支懂技术、善经营、真心扎根乡土的新
型农民队伍。党员干部们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努力掌握“群众语言”，用沾满泥土的
脚步丈量民情，将暖心服务和惠民活动送到田
间地头、百姓家中，让为民服务的初心在细微
处落地生根。

暮色渐沉，新安装的路灯在硬化的乡道上
投下温暖的光晕，晚归农人的身影被拉得很
长。黄草社区的故事里，或许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却有着太阳能路灯亮起时的默默守
护，五户长们调解村民矛盾纠纷时的耐心倾
听，孩子们在新图书室里翻阅书籍时的欢欣，
篮球场上跳跃的身影和场边的欢声笑语……
这些细碎的温暖，在黄草社区党组织与群众
的共同耕耘下，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滋养村民
的清泉，让治理的根系深扎沃土，让文明的
枝叶沐风生长——乡村善治最深厚、最动人
的伟力，就蕴藏在黄草社区居民淳朴的笑容
之中。

巧家湖畔社区：“湖畔议栈”探索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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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治理暖民心 和美乡村促和谐
◆ 通讯员 黄成元 邱 琴 文/图

◆ 通讯员 宋国兴 杜 行 文/图

居民参加楼栋议事会。

黄草社区一角。

群众在健身场锻炼。

盐津黄草社区：

楼栋议事会
居民成为社区治理“主角”

组织强基
党建引领织密治理“一张网”

展望未来
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