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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路街道办事处纺城社区邮政小区是川汇区首批改造的
老旧小区之一。 该小区占地 80 亩， 现有居民楼 9 幢 276 户 828
人。 “改造方案前后修改不下三次。 ”该小区党群议事会主任纪铁
军说，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党群议事会成员和各楼栋长、单元长，
广泛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并将之一一记录下来，反映给街道办事
处和改造指挥部，让小区改造更贴近民意。 逐户征求居民意见和
建议，美化墙体、硬化路面、疏通下水道、更换路灯……架起了居
民和政府、设计方、施工方之间的沟通桥梁。

令小区居民惊喜的是， 在小区党群议事会的积极解决下，长
期存在的“两违”建筑、圈地种菜等“老大难”问题也在改造中逐一
得到根除。小区还新建了 1000 多平方米的邻里服务中心，为居民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从根本上解决小区公共服务功能匮乏
的问题。 通过雨污分流、透水砖铺设、绿地下沉等改造项目，在保
留原有布局的基础上进行海绵小区改造提升，基本实现“小雨不
湿鞋、大雨不内涝”。

“小区党群议事会的成立，有效解决了基层人手不足、管理
粗放的问题 ，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眼 、宣传政策的嘴 、倾听呼
声的耳、服务群众的手。 ”荷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闫迪深有感
触地说。

近年来，川汇区按照“党员、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
里”的思路，围绕小区楼院基层治理基础单元，引导建立小区党群
议事会，延伸党的组织和工作触角，实现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
向“有效覆盖”转型，为更好开展基层治理提供组织保障。 截至目
前，全区已成立党群议事会 766 个，选举楼栋长 2246 人、单元长
4168 人， 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小区楼院这一城市的最基本
“细胞”。

网格管理 汇集基层治理“大能量”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反复的严峻考验，川汇区依托区、街道、
社区（村）、小区（自然村）、楼栋（小组）五级网格管理体系，进一
步做细做实网格，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防联控网络，将
防控措施落实到院、到楼、到户、到人。

截至目前 ，川汇区划分为 9 个办事处网格 、88 个社区 （行
政村 ）网格 、995 个小区 （自然村 ）网格 、2640 个楼栋 （小组 ）网
格 ，由区委书记 、区长任总网格长 ，18 名办事处党政正职任二
级网格长 ，88 名社区 （行政村 ）党支部书记 、主任任三级网格
长 ，995 名社区干部任四级网格长 ，2672 名信息员任五级网格
长，形成物理空间网格全覆盖。 其中 ，五级网格采用 “一对一 ”
“多对一 ”模式 ，吸纳鼓励党群议事会成员 、区直单位在职党
员 、办事处干部 、退休老党员 、老干部 、业委会成员 、物业人员
等担任信息员。
在此基础上，川汇区创新实行“五长五图五群”机制。 “五长”，

即各级网格长；“五图”，即摸清各级网格内居民人口、重点场所、
楼栋单元等分布情况和具体数量，绘制相应防控图，使“防疫底
数”一目了然；“五群”，即在网格全覆盖的同时组建五级微信群，
实现人员全覆盖、防控全天候。 各级微信群融合疫情防控和社会
治理功能，实现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公共服务、社区管理等多功
能融合。 截至目前，全区五级微信群覆盖农村和社区居民入群近
10 万户， 实现基层治理触角延伸到户到人， 微信群每天发布信
息、收集反馈群众意见等。

此外， 川汇区全面推行区直单位牵手小区结对共建和在职
党员干部“小区报到”制度。 全区 68 个区直单位、2920 名党员干

部下沉社区，分包全区每个小区楼院，进网入格、结对共建，实现
党建、政法、教育、医疗、文化等各类资源下沉，逐步释放出联动
聚合效应。

多元共治 绘出基层治理“同心圆”

沙颍河作为淮河最大支流，在周口中心城区长 22 千米。曾有
一段时期，沙颍河两岸垃圾、废弃物、河面漂浮物多了起来，沿河
两岸各类捕鱼工具比比皆是。

2019 年 7 月 ，川汇区向 24 名护河志愿者颁发 “民间河长 ”
聘书，孙彩云名列其中。 几年来，在她的带领下，“护河人”的队
伍不断扩大 ，退休老党员 、退休职工 、在职公务员 、企业家 、学
生等各行各业人员纷纷加入 ， 参与护河的志愿者从最初的二
三十人发展到如今的三四百人 。 他们先后组织大型护河行动
160 余次， 日常巡护河行动 1000 余次 ， 参与志愿者累计超万
人 ，保洁河道堤坡 7 万多平方米 ，清理转运河道垃圾 1800 多
吨……

各类社会组织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
川汇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组织开展知识传授 、技能传
习、业务交流等学习培训，为志愿服务组织相关项目提供切实
可行的指导 ， 帮助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向专业化发展 。 截至目
前，该区已先后孵化培育各类社会志愿者服务团队 54 支、志愿
服务组织 32 个。同时，55 个社区、33 个行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分别建立了志愿服务站点 ， 引导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社区注
册 、单位注册 、网上注册等多种形式加入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
服务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有 68000 余人。

截至目前 ，川汇区已经建立 “1 支总队+10 支常设志愿服
务队+32 支特色志愿服务队+68 支社区治理志愿服务队+73
支城市创建志愿服务队”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网络。在各类社
会组织影响下，全区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志愿服务事业 ，涌现出
“民间河长”“爱心粥屋”“爱心车队”“建西老大妈”等志愿服务
品牌 ，开展 “文明镜 ”“马路探长 ”“爱在邻里 ”等特色志愿服务
活动 ，在疫情防控 、城市管理 、社会治理 、环境保护 、文明城市
创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 ，川汇区还携手爱心企业打造 “爱心超市 ”，积极

开展积分兑换工作 ，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动员更多的辖
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 。 目前 ，全区已建成 11 个 “爱心
超市 ”。

数字赋能 提升基层治理“智慧力”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川汇区把数字赋能、大数据思维融入基层治理中，推

进“四个一”治理模式，推动治理手段由“管控”向“智控”转变。 “四
个一”治理模式就是建强一套组织、构建一套网格、形成一套闭
环、打造一套系统。一套组织即川汇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组，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厘清部门、辖区驻区单位、街道、社区、网
格的权责，实现人、地、物、事、组织
全要素覆盖，推行“社区吹哨、单位
报到 ”“群众需要 、干部报到 ”工作
机制。 一套网格即根据人口、面积、
区域功能 3 个要素， 将 9 个办事处
细分为若干网格，搭建起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 一套闭环即
建立权责闭环 、流程闭环 ，形成问

题发现、问题上报、任务分派、处置落实、跟踪考核的五步闭环运
行机制。 一套系统即“智慧川汇”平台，通过智慧川汇指挥云中心
及智慧社区治理平台、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智慧社区安全平台等
一系列管理平台，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打造全面畅
通、精准高效、实时透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川汇区组织专业人员绘制辖区 GIS
电子地图，整合所有重点场所视频资源，可以查看大型商超、小区
门岗、防控卡点及集中隔离点等的实时情况。 指挥部可以实时视
频、语音调度各级网格，进行网上指挥调度、指令分发、应急处置
等。 一线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呼叫指挥中心反映问题、请求指示，初
步实现扁平化、数字化、智能化高效、精准协调指挥，有效提升联
动快速反应、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高空抛物影响我们的安全！ ”“楼道杂物乱堆放要管管！ ”在
老城区，居民的问题和诉求大部分集中在小区的环境提升上。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 川汇区在富民社区和六一社区启动智慧社区
建设试点工作，利用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高科技手
段打造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实现“一网调度 、一屏统管 、一键智
达”的目标。 目前，网格化管理、社区安全防控、常态化疫情防控、
智慧城管 AI 应用等功能已经上线运行。 不同社区还设计有不同
的特色平台，比如富民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平台、高空抛物监测平
台等。 随着智慧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川汇区将有更多的社区实
现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治理，为居民安居乐业打下坚实的“数
字底座”。

川川汇汇区区：：社社会会治治理理 活活力力彰彰显显
记者 韩志刚 文//图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课后延时服务，有效解决众多家庭“一老一小”难题；小区党群议事会征求民意、上传下达，使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方案更符合实际；热心居
民参与小区各项事务，可以获取积分到爱心超市兑奖……身边悄然发生的这些变化，无不让群众乐在其中。 让群众拥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正是川汇
区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取得的显著变化。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解决基层矛盾方面存在的
治理盲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基层治理问题，川汇区持续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遍布城乡的网格化
服务管理体系，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绘就美好生活新画卷。

党建引领 强化基层治理“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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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智慧社区管理平台
②四点半课堂趣味多
③义务夜巡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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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议事会架起“连心桥”

川汇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老旧小区面貌一新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