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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到有序复工复产，从夺得全

省首批“一星平安金鼎”，到

创新实践党建统领基层治

理“五个统筹”，从成功入围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城市，到安全感测评数

据夺得两个全省第一……

这是丽水市域社会治理工

作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交

出的亮眼成绩单。

近年来，丽水各级紧紧

围绕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部署要求，积极

构建完善“党建统领+矛调

中心+四个平台+全科网

格+集成服务”的治理新格

局，推动实现党建、治理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不断提

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走出了一

条具有时代特点、丽水特

色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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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建统领“三治”融合
“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位于莲都区黄村乡的黄泥墩村，
从 2014 年至今，通过“阳光票决制”表
决的村级重大事务 70 余项，各项事务
票 决 赞 成 率 达 97%，村 民 知 晓 率 达
98%，满意率达 90%，得到本村党员群
众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少数决定”变

“多数议定”,“举手表决”变“自主票
决”,“闭门决策”变“开放决策”——“黄
泥墩经验”是该村经过多年探索实践
形成的，“以党建为引领、以阳光票决
为核心、以民主法制村创建为载体、以
乡贤智囊团为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
经验，也因此被写入省委全会决定。

这是丽水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打造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典型缩影，
也是丽水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之一。

多年来，在探索实践社会治理现
代化进程中，丽水始终坚持以党建为
统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的
各个方面，不断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
导力、战斗组织力、发展推动力，推动
实现党建和治理“一张皮”、党员和群
众“一条心”。

2019 年 5 月至 6 月，丽水对全市
“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研，针对丽水“经
济加快地、人口流出地、城乡差异大、
基础保障弱”的情况，提出加快推进以

“党建统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工
作的建议。很快，全市确定 20个市级、
37个县级试点单位，从 7月份开始启动

“党建统领”提升基层治理试点工作。
之后，丽水又相继出台《丽水市党

建统领四个平台建设“十条意见”》《丽
水市党建网格融合发展落地操作标
准》等制度，全市共建立 180 个平台党
支部、3502 个网格党支部 (小组)，推进
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 100%融合发展。

近年来，丽水不断深化法治丽水、
平安丽水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启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示范
县（市、区）创建，4 项特色亮点项目入
选浙江省县乡法治政府建设“最佳实
践”；制定出台《丽水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丽水市烟花爆竹销售燃放管理
规定》《丽水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等
法规；全市 173个乡镇(街道)建立“党政
办+司法所+法律顾问”的审查队伍模
式，实现乡镇 (街道)合法性审查力量、
审查范围、审查机制全覆盖；深入开展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执行“回头看”和
重点执法部门案卷评查，推动实现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100%有效覆盖……
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
丽水不断厚植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法治力量根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

治化建设的制度体系，畅通法治力量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渠道。

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
中，丽水把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条红线，不断延伸城市党建触角，春
风化雨直抵民心，群众幸福指数节节
攀升……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各社
会组织共募集善款 880.43万元，捐赠口
罩、消毒水、防护服、手套等防疫物资
价值 431.26 万元，共 9151 人次参与各
类防疫志愿服务。在抗击疫情和推进
复工复产中，全市发动广大党员积极
参与人员排查、消杀灭菌、隔离管控等
工作，引导党员在生产经营、项目攻坚
中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党员们每日背
负着重达近 70 斤的消毒装备，一路消
杀，每天的步行数将近 20000 步，防护
服被汗水打湿，内衣被药水漂白，但党
员们没有一句怨言，成为抗击疫情环
境下社会组织中的“公益逆行者”。

基础治理情况复杂，拆迁一向是
“老大难”问题。2018 年至 2020 年，丽
水市委市政府开展为期三年的市区城
中村改造工程，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市
区两级抽调干部以及城中村涉改街
道、村（社区）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完成征收面积总计达到 274.4万余平方
米、涉及 7886户，团结引领越来越多的
征迁群众过上美丽幸福新生活。

不断创新基层党建
党建之根深扎基层沃土

如今，全市上下已经形成了以党
建统领“五个统筹”的思想共识，各级
抓党建的氛围更加浓厚、任务更加聚
焦 ，基层党建整体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在党建统领之下，丽水的基层治
理有了扎实的社会治理“厚底子”，在
不断创新中夯实基层党建新模式，让
党建之根深深地扎根在基层沃土之
中。

在去年抗击疫情期间，丽水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和“一中心、四平台、一
网格”战“疫”堡垒作用，全市 1.3 万名
网格员累计开展走访排查千万人次，
严格执行卡口管控、居家隔离、城乡社
区防控等措施，严密织起疫情“防控
网”。在丽水，覆盖全市的全科网格规
范建设，让涉及万千群众利益的实事
得到最快速、最实际的解决，让基层矛
盾最有效化解，这一张网格成为打通
市域社会治理“经脉”、畅通“末梢神
经”的一道良方。

“一个人干不过一群人，一群人干
不过一村人。”2019年受夏季暴雨侵袭，
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遭遇了有史以来
最大洪灾。得知情况后，在外党员全部
回村救灾，全村仅用2天时间，就基本恢
复了生活秩序。这个距离龙泉市区一
个半小时车程的偏远山村，探索出了一
条全民化治理、全域化治理、公平化治
理的“三化”村域治理路子。

仅用几年时间，溪头村连获国家
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 7张国字
号“金名片”，还获得了浙江省民主法
治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精品村等 14 张
省级“金名片”。同时，依托“国际竹建
筑双年展”的 16 栋竹建筑、“不灭窑
火”——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活动
等文化旅游品牌，如今的溪头村远近
闻名，每年接待游客 20多万人次，旅游

收入突破 3500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续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遂昌应村乡应村村，一块黑板
成为了村民们反映心声的地方。这块
黑板是村务群言栏，成了早些年村里
干群的“连心桥”。虽然现在应村乡开
设了乡级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党员
微信群等代替其功能，但应村村为了
给不会使用智能机的老年人提供便
利，仍然保留着这块黑板。

应村村以“矛盾纠纷现场了、便民
服务代办了、项目建设包干了、生态价
值转化了、富民强村持续了”为核心的

“民事村了”工作法，将 99%的矛盾纠纷
消除在萌芽状态。2019 年，应村乡还
升级“民事村了”“互联网+”模式，网格
员主动上门收集群众建议，并上传到
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通过部门间协
同配合提高办理效率。目前，遂昌县
210 个村（社区）已实现“民事村了”全
覆盖。“民事村了”这一基层治理的“秘
笈”，也被誉为乡村版的“枫桥经验”。

“党建统领”的先锋根须深深地扎
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党员干部不断
探索实践基层治理创新，激发出丽水
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动力，赋能乡村振
兴、城乡高质量发展。

松阳县新兴镇根据茶叶之乡特
点，建立茶产业工作党总支，下设茶叶
种植、茶叶加工、茶叶销售等 6 个工作
支部，落实党员联系农户制度，做到

“党员连户包片”全覆盖；葡萄种植产
业特色村景宁县东坑镇桃源村专门成
立“葡萄网格”，统一葡萄的管理、销售
等，实现服务力量的精准投放；缙云县
东渡镇坚持做到“人群在哪里、党建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全科网格就覆盖到
哪里”，形成了组织强起来、党员干起
来、群众动起来的良好局面；青田县温
溪镇实施“基层组织力提升工程”，打
造基层社会治理“桥头堡”，党员干部
冲在重大任务一线、矛盾化解一线、服

务群众一线……多年来，丽水各级探
索出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经验，一幅
人美村靓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凝聚群众智慧和力量
加快美好愿景变“实景”

社会治理打造的是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样的发展格局
中，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智慧。丽水
以党建统领平台、区域、服务、力量、责
任“五个统筹”，努力把社会治理的智
慧“因子”下沉和融入到城乡治理、城
市管理等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
中，让社会服务更加精准，让社会管理
更加有序，让社会参与更加便捷。

在缙云县三溪乡，乡贤们筹资 200
多万元，用于修复山林、修建公园等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外年轻乡贤成立

“后生调解队”，在家老干部、老党员等
乡贤组成“夕阳红和事佬”调解队，并
成立了三溪乡“正道讲和团”，成功参
与调处矛盾纠纷，协助乡党委政府化
解疑难遗留积案；乡贤回归，带动 1000
多名村民从事民宿、土特产等方面的
经营……自 2010 年以来，百名乡贤回
归乡村为三溪乡的乡村振兴出谋划
策。

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
中，丽水把各单位各部门、社会各界和
基层群众的力量统筹起来，推动形成
治理合力：全市组建 100人的行业性专
家团队，推动第三方参与问题化解；景
宁针对当地 40%人口长期在外的实际，
充分整合域外力量，创新搭建 18个“域
外网格”……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其重
点在基层，关键在群众。

2019 年 12 月，丽水市志愿者联合
会正式成立，“小园丁”志愿者标识同
时发布。多年来，丽水志愿服务事业
持续发展，全市志愿者服务队伍已超
过 3100 支，注册志愿者人数 70 万余
人，超过户籍总人口的 25%。全市志愿
者广泛开展扶贫帮困、青春助跑等志
愿服务活动，有效发挥了党建统领效
应，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动局面。

在 2020 年度全省志愿服务最美
(最佳)典型展示交流活动中，我市 2名
个人、3 个组织和 2 个项目上榜，丽水

“小园丁”大放异彩，尽展处州大爱大
美。

随着市域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
的建立和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后
一公里”得以打通，丽水百姓拥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依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入
推进，全民共创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
治理丽水经验愈发成熟，在统筹上下
功夫，在改革上求突破，在难点上见实
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270 多万丽
水人民正努力让丽水成为社会最安
全、治理最高效的城市之一，共同把美
好愿景变成发展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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