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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是落实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使得社会治理难度

不断加大，基层也出现了党组织作用“弱化”、党员教育管理“虚化”、党员先锋意识“淡化”等问题，

制约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如何更好地激活基层党组织“细胞”、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成

为一道待解的时代命题。南京市六合区在全区广泛开展“一网格一支部”建设，通过在网格中建支部、配

力量、搭平台、强服务，进一步优化组织设置、强化组织功能，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至社会肌

体的“神经末梢”，形成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将支部建在网格上，畅通基层“毛细血管”。创新基层组织设置形式，将党支部建设与网格化社会治

理有机结合，打造沉底盖边的“组织网”。一是组织架构一体化。改革传统组织设置模式，依托网格进行

基层组织体系重构，将支部建在网格上，统筹建好村民小组党小组、选好党员中心户。全区 822个网格实

现党支部全覆盖，同时成立村民小组党小组 1720个、推选党员中心户 2400余户，形成“村级党组织—网

格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的组织体系，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是支部建设标准化。以网格党支部为基本单元，制定支部标准化体系，形成支部组织设置、班子建设、

党内政治生活、党员教育管理、活动开展、基础保障等方面标准。大力推行支部分类定级、星级管理，引

导网格党支部发挥作用，着力建强“红色网格”。加强“网格党群之家”建设，统筹用好网格内闲置公房、

合作社办公用房以及党员中心户自建房等资源，按照“一室一徽一旗一墙一广场”要求进行标准化打造，

目前已建设“网格党群之家”135 个，鼓励多网格共享共用。三是党员教育多样化。针对党员教育管理新

情况，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六合智慧党建”平台，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定期发布“党员积分琅

琊榜”，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学习教育的积极性，全区有 1.7 万余名党员关注公众号参与互动学习，总

阅读、评论和转发量 100多万次。推行党员“政治生日”制度，每年以“入党年限是 5的整数倍”为标准，

为符合条件的党员集中过“政治生日”，重温一遍入党誓词，分享一段入党经历，开展一次谈心谈话，领

办一件实事好事，引导党员强化身份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将力量沉入网格中，唤醒党员“红色细胞”。配强网格服务力量，激发党员队伍活力，推动党员“沉

在一线、干在一线、作用发挥在一线”。一是培养“大管家”，当好网格员。强化网格内党建力量统筹，

推行网格党支部书记和网格长“一肩挑”，实行党员和网格员“双培养”，全区 822名网格长、2451名网

格员中，党员占比分别达 51.5%、21.2%，“一肩挑”比例达到 35.2%，为网格注入更多“红色力量”。严

格落实网格员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 10项职责，将上面“千条线”收拢进网格“一

根针”，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管家式”服务。二是打造“先锋队”，当好服务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广泛开展区级机关党支部与网格党支部“结对共建”、在职党员到网格报到服务等活动，建立党

员联系群众、走访帮扶等制度，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扶弱济困等志愿服

务。先后涌现出“乡村流动课堂”“白求恩巡回医疗队”等一批党员志愿服务品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三是传播“正能量”，当好宣传员。充分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组建以党员为骨干的“网格讲习队”“文艺宣传队”等志愿队伍，定期开展“送理论下乡”“公益演出进

网格”等活动，探索院落会、板凳会等便于群众参与的宣讲形式，切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每年推选

一批“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并征集一批优秀家规家训、家风故事，在网格间巡回宣传展示，弘

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让文明新风在乡村开花结果。



将资源聚到网格内，激活党建“神经末梢”。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各方资源向网格集聚，实现社会治

理重心不断下移。一是整合网格资源，织密“一张网”。全力推进“多网合一”，将各职能部门在基层设

置的网格有机整合为综合网格，搭建网格化治理联动指挥平台，实现“区—街镇—村（社区）—网格”四

级联网联动、数据共享，形成数据分流、逐级派单、事项办理、办结反馈的工作闭环，切实提高社会治理

效率与精度，促进了全区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引导多元参与，形成“共同体”。强化社区党组织在社会治

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充分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和网格辖区单位服务资源，

汇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全面构建党建工作共抓、治理资源共享、精神文明共建、服务难题共解、公

益事业共办、生活环境共管的格局，网格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雄州街道引导各社区通过搭建服

务平台、拓宽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法，有效整合网格内单位资源服务社会治理，形成“幸福 365”社会

服务模式，取得良好成效。三是引领群众自治，架起“连心桥”。建立健全党群议事机制，以共同需求、

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调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理事会、乡贤参事团、网格服务团、

驻区单位等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发挥各方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变过去的“干部说了算”为

现在的“大家协商办”，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横梁街道全面开展村民小组自治试

点，通过组建村民理事会，为村民自治创设载体，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将制度融进网格里，锻造组织“强健肌体”。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制度建设，确保网格党支部运

行规范、作用明显。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将“一网格一支部”建设作为区委主要领导年度抓基层党建

“书记项目”，亲自抓谋划、亲自抓研究、亲自抓落实，形成以上率下、层层推动的强大合力。将“一网

格一支部”建设列入区委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制定实施方案，从组织架构、队伍建设、活动开展、运行机

制、服务保障五个方面明确建设要求，指导网格党支部对标对表、落细落实。二是健全阵地管理机制。加

强“网格党群之家”规范化管理，制定“一个阵地、一支队伍、一套机制、一系列活动”等“四个一”标

准，指导各村（社区）结合实际用好阵地、做优服务，有效发挥网格阵地在管理党员、协商议事、服务群

众等方面的作用。龙袍街道赵坝村在“网格党群之家”设立党员教育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多场党员活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三是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保障，开展专

职网格员培训、技能比武和年度“十佳专职网格员”“最美网格员”评选等活动，加大网格员骨干力量培

养力度，不断提升队伍整体能力素质。强化经费保障，将网格党支部工作经费纳入街镇、村（社区）年度

预算，通过财政拨付、年底奖补等方式，多方筹措资金，确保网格党支部正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