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好“三字经”，走活基层治理一盘棋
——— 灵山岛保护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基层是国家治理
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
众的最前沿。基层治
理效能直接关系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近年来，灵山岛省
级自然保护区党工委、
管委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注重念
好“统、通、精”三字经，
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基
层治理新格局，为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了有益探索。

党建“统”筹 构建基层治理“四梁八柱”
  统筹谋篇布局。灵山岛保护区
完善党建统领的顶层设计，建立了

“保护区党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
支部”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进一步
精耕区域化党建工作。保护区打造
梦时代商圈党建联盟，构建“1+5+N”
商圈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对305家非
公企业、39名党员的有效覆盖。同时
建成红色物业3个，红色业委会5个，
让红色基因深深植根于基层。
  统设治理架构。村庄结构优化
调整后，灵山岛保护区现辖3个城市
社区、1个行政村，人口约2万人。保

护区合理设置党群服务中心、网格治
理中心（网格驿站）、公共服务中心等
全新社区组织架构，形成“一个核心、
多个堡垒”的社区服务力量。构建

“网格长+单元长+楼长”工作责任体
系，优化形成9个责任网格专班，增设
22个小区长、116个楼长、277个单元
长，使治理的触角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
  统建工作机制。保护区实行社
区、网格并轨运行机制，全面落实社
区书记担任网格长“第一责任人”工
作机制，建立专职网格员、专业网格

员和社会力量全员参与的立体治理
运行模式。开发并启用保护区智慧
党建小程序，实现“人事网上管、网上
办”。成功吸引35家单位入驻并成立
保护区社会治理联合会。同时，在全
区率先成立镇街首个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培育社会组织、助力社区治理。通
过社会协同创新项目、精品社区项目
等公益服务项目，促进政府职能进一
步转移，引进和培育更多的专业社会
组织和特色项目入驻保护区、社区，为
居民群众提供专业化服务，着力构建
多元参与、共治善治的良好格局。

政“通”民生 建设连心共治“高速公路”
  今年以来，保护区党工委、管委扎实开展

“我爱青岛、我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
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实现

“三我活动”辖区宣传全覆盖，群众知晓率达96%
以上。主动收集各类意见建议和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450余条，力促上级交办数量下
降30%以上，问题就地办结率超80%。

  打通民声倾听“最后一米”。
保护区借助公园、广场等居民休

闲公共区域，在全区率先打
造“民声会客厅”，实现居民与

政府“面对面问政”，做到“有意见
当面提、有问题当面解、有诉求当面

应”。设立“民生小市集”，整合辖区
资源，实行公益服务精准配送，让

居民在活动中敞开心扉，畅所
欲言。同时，设置“十佳建

言好市民”等特色板块，
开展“互动式”评选，

吸引辖区居民积
极参与。截至

目前，“民生
小市集”已走进

6个小区，累计收集
各类意见建议150余

条。开通保护区“一拨就
灵 ”民 生 服 务 热 线

“83171890”，有效接办件达800

余件，全力推动“辖区的事当地接、就地办”。
  打通民声推进工作卡点。保护区建立诉求、
资源和项目“三张清单”，有效破解政府被动办、
可利用资源少的难题。“诉求清单”，结合“三我”
活动，开展民意征集行动，理清群众反映的需求
建议，明确让党委、政府知道能做什么、该做什
么、什么时间做；“资源清单”，详细掌握辖区各方
能提供的资源，挖掘驻保护区单位和居民群众在
人才、技术、场所、设施等方面的各类资源，分类
建立和动态更新服务救助、慰问义诊、免费维修
等37项资源清单，明确资源类型、提供方、资源内
容；“项目清单”，建立项目化管理机制，整合需求
清单和资源清单，确定项目牵头单位、时间、步
骤、推进方式，系统组织措施，做到办一件、成一
件。截至目前，项目化方式开展诉求办结12个。
  打通民声解决机构关节。联勤联动直办，
抽调专业人员组建保护区联勤联动队，实现绝
大多数问题即接即办。今年以来，联勤联动队
直办件超过700件，约占案件总数80%。联点单
位合办，与区级28个单位建成联点单位，并充分
发挥35个社会组织成立的社会治理联合会平台
作用，共同开展联系群众进社区、政策宣传进社
区、隐患排查进社区、问题办理进社区的“四进
社区”活动，初步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两
代表一委员”督办，邀请驻保护区的“两代表一
委员”，重点聚焦群众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通
过现场办公，督办推进解决落实。据统计，已累
计督办处理问题25个。

“精”准施策 化解群众身边“疑难杂症”
  保护区党工委管委秉持“实际行

动是回复民声最好反馈”的理念，系统
谋划，攻坚克难，历史性破解了海岛居民

“漂洋过海办事”难题。针对居民诉求特点，
首创“情理法”三步工作法，并启动试点，梯次推
进，确保诉求解决到位。
  精细管理，提升治理水平。全面建立网格
组团化管理模式，结合新区村庄结构优化调整，
重新划分基层治理网格，做到区域明确、人员明
确、职责明确，确保做深做细。调整完善《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网格工作考核管理办法》，
实行社区、网格“双考双评”。结合社区实际，制
定“一社一特色”“一网一亮点”工作方案，已启
动打造“商圈党建+楼宇治理”“生态保护+生态
治理”社区建设品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精准施策，破解历史难题。针对灵山岛居
民办事不便的“历史难题”，保护区创新实施“跨
海作战，打通灵山岛服务最后一米”行动，利用
自有财力投资35万元，建成并启用建筑面积500
平方米的灵山岛便民服务中心，实现5大类90余

个便民服务事项入岛，实现“岛上的事岛上办”。
同时，创新建立“3+2”办公机制，即每周工作人
员驻岛办公至少三天，破解办事人员少的难题。
截至目前，累计办理各类事项1200余件次，节约
办事时间超5000个小时，为百姓节约办事成本
近150万元。
  精准攻坚，回应民声诉求。保护区创新推
行“民声征集+大数据”智慧治理系统，将所有民
声“云上走”，建立定期研判机制，精准攻坚，用
办好一件件实事凝民心、暖民意。今年以来，保
护区借助“三我”民声倾听主题实践活动，开展
了“僵尸车”、违规开荒种地、“流浪犬”等集中整
治行动，累计清理各类“僵尸车”62辆，铲除开荒
种地3000余平方米，安置“流浪犬”20余只，居民
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政府公信力和治理
能效得到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灵山岛保护区居民社会治理参
与率达85%以上，较2019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累
计接办群众诉求1285件，同比下降30%，办结率为
100%，群众满意度达97%，提升近2%。（段元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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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消杀。

③驻岛商户收到“一证（照）
通”。（胡全福 摄）

④网格员入户发放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宣传单。
⑤保护区开展防震减灾主题宣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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