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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为常态赋能

作为“凝聚力工程”的发源地，

长宁区在开展主题教育“四百”大

走访活动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区位

特色定制“走百居、访千企、进万

家”活动。机关党组织与居民区实

行“双结对”“双报到”，重点走访全

区188个居民区党组织及困难群

众，形成结对建议清单、区级机关

赋能基层项目清单，实现常态化走

访和精细化赋能。

长宁区生态环境局机关党支部

与华阳路街道西一居民区深度结

对，组织在职党员到居民区报到，

以志愿服务、协调资源、执法管理

等多种形式精细化赋能。每当居

民区需要志愿者，区生态环境局机

关党支部总是一呼百应，与社区居

民深入文明城区创建、垃圾分类、

社区平安建设的志愿服务第一线。

结合居民区精品小区改造和

加装电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扬尘

等扰民情况，长宁区生态环境局邀

请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施工前

期提前介入，参与各方沟通，改造

前开展环保政策解读，提醒施工方

减少施工扬尘、噪声等情况。施工

过程中，及时巡查及督促提醒。同

时整合各类宣传资源，向广大居民

进行宣讲，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身

边的美丽长宁。

近年来，长宁区已在居民区建

成14座风格迥异的生境花园。生

境花园到底有什么用？与普通花

园有什么不同？花园建成后吸引

来野生动物能不能投喂？居民对

各种问题都充满了好奇。长宁区

生态环境局在结对走访中了解到

这些信息，结合调研实际，推出“生

境课堂”，课程内容根据百姓需求

“定制”。邀请专业名家学者走进

社区，开展沉浸式科普，居民有所

需，课堂有所答，帮助城市居民生

动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

念，更科学地保护城市中的自然。

而在“进万家”环节，基层干部

全面走访社区家庭，兼顾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的群体，以“交朋友、

聊家常、听需求”的方式，对社区实

情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

对社区居民做到“提名知事、提事知

人、提人知情”。截至9月底，依托

“社区云”平台，已形成22.1万条接

待走访记录和16.1万条民情记录。

“七要诀”让走访立体

主题教育全面深入开展之际

也是“凝聚力工程”三十而立之

年。面对社会思想更趋活跃，面对

利益诉求日益多元，面对群众民主

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

识不断增强，面对基层干部的本领

恐慌，华阳路街道传承发展“凝聚力

工程”精神，充分利用“在主题教育

中深入开展‘四百’大走访”的契

机，形成“七要诀”，力求“四百”走

访更加立体、更加系统、更富实效。

一走，在日常走访常态化的基

础上，每周四集中走访，通过大脚

掌、铁脚板，个别走、集中走，数字

化、智能化等多种方式，开展新一轮

次居民家庭走访全覆盖。有的居

民区形成“带着问题走、带着资源

走、带着办法走”的“三带”走访法。

二看，在走访中善于看小区环

境、看社区情况、看群众反响，比

如，有的居民区特别关注看“三

车”，看到哪家哪户来了110、120和

货拉拉，心里也就有了一本账。

三听，针对部分商品房小区存

在门难进、人难找的情况，有的居

民区自发形成了“小板凳”工作法，

全体居委干部每周固定半天在微

网格现场办公，放下小板凳亮明身

份，敞开大门听情况。

四聊，除了和居民本人聊聊家

常唠唠嗑，有的居民区针对孤老、

纯老住户等群体，还和老人的子女

或亲戚建立了电话或微信日常联

系，把“访”的圈层适当扩围，便于

更加精准全面了解需求。

五议，对走访中收集到的意见

建议归集分类，以“月谈会”方式，

开展“五个一”交流：一件群众需要

解决的呼声、一批党员群众的思想

动态、一条解决问题的对策、一个

成功解决的案例、一条开展工作的

建议，注重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积极化金点子为金果子。

六办，把群众集中关心的“家

门口”健康服务、未成年人保护、业

委会换届选举、老旧小区充电桩安

装、促进就业发展等一件件“小

事”，作为心头“大事”，明确支部办

实事的清单，边学边干、学干结合。

七回头，将走访情况和12345

热线、人民建议征集、接信接访等

线索进行比对，力求从“剖析一个

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1名居委干部应认识1000名居民

进百家门 访百家情 解百家难 暖百家心 主题教育大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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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市
各区进一步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
“四百”走访工
作，主动延伸为
民服务半径。社
区是践行为民服
务的首要阵地，
民生服务“小细
节”，体现城市
“大冷暖”。以
“进百家门、访
百家情、解百家
难、暖百家心”
为 主 题 的“ 四
百”大走访凝聚
着社区智慧，为
基层减负增能
的同时，也为创
新基层治理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与
思路。

“小程序”给基层减负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近

年来，随着基层工作者尤其是居委

干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居

委工作任务持续增加，各条线日常

排摸、汇总、统计，不同的数字平台

反复登录填写，“报表忙”“表哥表

姐”问题困扰居委多年。

虹口区通过深入居委驻点调研

发现，目前共有24个部门，共计92

个协助行政事项下沉居委，涉及台

账、报表36项100余份，挂牌内容

12项，考核14项。明确困扰基层的

主要问题集中在证明开具、台账报

表的制作与填写、基层工作人员评

价考核制度等方面。

表格看花眼、台账来不及写、多

个系统数据打架……居委干部曾经

常抱怨，重复低效的排摸工作占用

了大量精力。大量数据要用的时候

找不到、要不到，未经整理的数据不

好用、用不上。过重的案头工作把

居委干部们“困”在办公桌前，走访

的时间不够，更无法全身心投入到

服务居民、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虹口区持续在梳理整合基层需

求、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方面发力，

尤其在建强基层数字能力上进行有

益的尝试。近期，曲阳路街道的居

委干部实现了只要通过手机端，就

能对居民基本数据进行采集、录入、

上传、修正，避免了烦冗的纸质卷册

的维护与多头电子表单的填报。

曲阳路街道是改革开放以来上

海重点建设的大型居民社区，拥有

9万多居民和24个居委。去年年底

以来，街道通过探索开发“数字全岗

通”线上工具，以数字化手段，将原

本居委干部手中的各类零星底账，

整合成全街道共同使用的一本数字

底账。

通过这个手机里的“小工具”，

为基层减负增能实现了技术上的突

破。例如，在社区高龄老人牛奶需

求的排摸中，原本居委干部需提前

一个月逐个排摸户籍迁入、迁出、死

亡等信息，而在“数字全岗通”里，每

月自动推送90岁以上老人变更信

息，自动生成存量数据信息，几分钟

就可以完成报表工作。又如，在双

拥优待证排摸任务中，“数字全岗

通”的标签功能使排摸时间从约3

天降至30分钟，居民区干部的日常

工作如虎添翼。

“全岗通”让感知提前

“一名好的居委干部应当认识

1000名居民”，通过数字化赋能，居

委干部逐渐从繁杂的案头工作中解

脱出来，也促成了他们有更充裕的

时间回归到“进百家门、访百家情、

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工作本源

中去。

今年4月以来，“数字全岗通”

的“走四百”电子走访模块试运

行。居委干部上门走访察看民情

时，只要带上手机，就能把每户的标

准化数据实时录入统一数据库，给

符合不同政策的居民打上分类标

签，并根据走访情况，在后台记录居

民的困难与诉求。

“我们小区还缺少一个体育活

动场所，有时候想动动身子骨也没

地方……”曲阳街道东五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徐青前不久在走访居民时

就听到了这样的诉求。她及时记录

了下来，通过系统上报给街道有关

科室，申请在美丽家园改造时，增

添体育活动设施。经过数月努力，

一个崭新的体育活动场所在东五

小区落成。伴随着系统应用的不

断完善，社区干部不再“坐等”居民

来办事，而是“迎”上前去主动发现

事，让社区矛盾和居民困难被提前

“感知”。

曲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余腾

说：“居委干部之所以愿意用这个系

统，因为它是根据我们实际工作需

求开发的，技术人员也会根据我们

的工作进展，不断充实功能。发现

系统有不足之处，提出后也能在短

时间里得到反馈和更新。”

现代社区治理的众多场景，诸

如党建引领楼道自治、居民区干部

的考核培养、社区矛盾纠纷的前端

化解、居委“沉浸式办公”改造等，均

有赖于完善、好用的数字底座的支

撑。在曲阳街道自治办主任胡辉看

来，除了“两张网”“社区云”等市级

政务应用要延伸覆盖到“最后一公

里”，更离不开一个懂社区、懂居民

的好应用来接通、服务基层的精细

治理。

目前“数字全岗通”在用好自

有自产数据的基础上，也正推进

数据交换共享，积极融入“一网统

管”“社区云”等平台，实现基层人

口数据“一次采集、多系统共享、反

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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