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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路街道全面推进社区党组织
建设，通过“一核引领、多元共治”，推
动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街
道按照“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目标，根
据辖区内40个社区不同物业管理形
态，成立社区党组织40个、居民小区网
格党支部55个，不断提高党的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
统筹社区事务、协调联络各方的“轴
心”作用，建立“1+3”社区综合治理架
构，“1”即社区党组织，“3”即物业管理
公司、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由社区
党组织牵头定期召开综合治理联席会
议，会商解决社区管理发现的各项问
题，对社区活动主题及内容进行集体
协商，搭建了议事决策平台，形成了以
党组织为核心，物业、业委会、网格员、
居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共治
的“一核多元”运行体系。

　　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民

主自治，长江路街道聚焦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关键
环节，积极探索协商共治新模式，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谭晓告
诉记者，在第十三届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中，街道以选优配强社区“两
委”班子作为首要目标，结合群众意愿
和社区实际情况，精准分析研判，严格
程序步骤。街道在40个社区全部建立
民主决策机制，凡涉及居民切身利益
和事关社区发展的重大事项一律实行
民主决策，按程序征求居民意见。
　　社区“两委”换届完成后，街道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优化调整后的居
民自治组织建设进行梳理，充分发挥

“四社联动”作用，形成了以社区自治
为基础，多元参与、群防群治、民主协
商为主的民主管理模式。
　　街道充分发挥各社区居务监督委
员会作用，严格落实“四议三公开”制
度，及时按照程序对社区政务、财务、
事务进行公开，确保广大居民的知情
权、质询权、建议权。
  另外，街道还以创建“阳光社区”
为契机，指导社区就社区党建、社区居
民选举、民主决策、社务公开、社区服
务承诺、社区评议、社区居民代表大会
等建立了各项制度，为社区民主监督
打下良好基础。

　　长江路街道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真心真情、尽心尽力抓服务、办实事、
解难题，着力打造“情满长江”服务品
牌，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满意
度、安全感。
　　街道积极开展“社区工作法”创建
活动，指导社区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其
中峨眉山路社区探索推出的“一针五
线”工作法，被省民政厅评为全省50个
优秀社区工作法。在硬件投入上，街道
于2020年投入1100万元，打造了全省
首家镇街级智慧便民服务大厅，年均
服务居民12万人次，服务市场主体2万
多家。
　　今年以来，街道以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为契机，对176条主次干道、
69条背街小巷和7家农贸市场周边等
薄弱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创建

“六无小区”5个，在全市市容环境现场
会上介绍了经验做法，连续十五年保
持“国家卫生乡镇（县城）”荣誉称号。
同时今年街道开展了5处社区花园建
设工作，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常休闲、
健身、娱乐等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改善

社区人居环境。
　　今年以来，长江路街道持续提升
社区治理网格服务能力，开展各类活
动200余场次，解决民生诉求3万余项，
持续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走深走实。今年还完成了森林防火视
频监控系统建设，实现了防火区域视
频监控全覆盖。
　　良好的社区文化是提高社区治理
能力的有效载体。对此，街道先后建设
了3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9个多功能
运动场，在80%以上的社区打造了2至4
支经常开展活动的健身队伍，年均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80余场次，
累计参与群众30万人。此外，街道积极
发挥“四社联动”作用，坚持“群众需要
什么我们就组织什么”的服务理念，依
托“义播阳光”服务品牌，整合社会组
织54个，吸引社区志愿者1.2万余名，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居家养老方
面，今年街道在3个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12个驿站的基础上，新增3个中心、
5个驿站，进一步扩大居家养老服务的
辐射范围，为辖区有需要老人提供“六
助”服务。
　　长江路街道将以此为契机，继续
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和创新服务，强化
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努力把社
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
包容、共建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长江路街道荣获全省“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记者 丁霞　本报通讯员 陈宋萍 张欣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下发《关于确定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的通知》，公布了全省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单位和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的名单，长江路街道成功上榜“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近年来，长江路街道坚持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多方力量
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通过建组织、搭平台、抓自治、促和谐，有效凝聚社区治理合力，推动社区建设向
多元型、自治型、服务型、文化型、平安型、特色型方向转变。

>>党建引领为主线<<
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民主自治为抓手<<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服务居民为目标<<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濠洼社区为居民增设电动车充电桩。□记者 丁霞 摄阿里山路社区居民练习书法陶冶情操。□记者 丁霞 摄

（上接第一版）精深加工等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打造“中国北方渔都”和“世界
深蓝渔港”。
　　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新区以总
投资1500亿元的99个海洋重点项目为
支撑，打造船舶海工装备和海洋生物
医药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依托海西
湾国家级船舶海工产业基地，推动船
舶和海工装备向深远海、极地海域和
自动智能方向发展，已建成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高技术船舶和高端海工装备制
造基地，一个个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向全
球。依托明月海藻、聚大洋、华大基因
等掌握关键技术的骨干企业，实施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倍增计划，推动海洋
生物医药向海洋生物精深加工及高值
化利用、海洋创新药物及制剂、生物新
材料方向发展，衣康酸、异麦芽酮糖生
产规模世界第一，拥有全球最大的海

洋基因库和最大的海藻加工基地。
　　传统与新兴耦合，构建现代海洋
产业体系，西海岸新区已做好了准备。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
高新技术。《规划》提出建设全球海洋
科技创新高地，强调搭建高水平海洋
科技创新平台，加快突破海洋核心关
键技术，健全完善海洋领域标准体系，
促进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在搭建高水平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方面，《规划》强调加强涉海重大创新
平台布局，创建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
塑强海洋科技创新“核心力量”。其中，
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海洋物探及勘
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海藻活性物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位于西海岸新区
的创新平台被“划重点”。
　　当下，西海岸新区已汇聚起经略
海洋的强大智力底气：集聚海洋物探
及勘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明月海
藻活性物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涉海国
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
个，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中船海洋装
备研究院等国字号涉海科研院所10多
家；引进高校院所20个；建立由管华诗
等院士领衔的院士工作站24家，集聚
涉海人才6万余名……
　　海洋科技优势明显，高端海洋科
研平台集聚，海洋科技企业培育加速，
让西海岸新区在深入践行“以海洋经
济发展为主题、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
支点”的国家战略使命中底气十足。西
海岸新区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
于建设海洋强省的部署要求，加快构

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打造面向
世界前沿的海洋科学城。
　　《规划》还在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
港口、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
境、深入拓展海洋经济开放合作空间、
推进海洋安全发展方面明确了工作重
点。充分发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制度创新优势，重点推进山东港
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建设，办好东亚
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西海岸新
区在其中必须勇担重任。
　　依海而兴、向海而生，海洋是西海
岸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规划》擘画
了“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
蓝图，新区要以海洋的高质量发展助
推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岛建设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海洋强省贡献
重要力量，不负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的历史使命。

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搭建创新平台 突破关键技术

“一核多元”打造社会生活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