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党建的创新探索

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

以亚洲第一大高铁站南京南站为中心，在全国开创性地成立“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 360”，实现单

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枢纽经济区发展的内聚力、协同性。

南京南站是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中的特等客运站、华东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以南京南

站为内核、辐射覆盖 6 公里的区域正从单纯的地理符号和枢纽节点，成长为融要素集散、产业吸附、枢纽

通道、民生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雨花台区委突出利用高铁南站的枢纽资源、枢纽优势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名片，在强化“五城共建”中，聚力建设特色枢纽城。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 360”为载

体，紧扣“联”“实”“准”“快”四个关键字，统筹推进区域内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资源整合，实现

互联互动互通，促进共驻共建共享，成为区域共融的粘合剂、助力发展的助推器、党建引领的动车组。

做好“联”的文章，以党建联盟为纽带凝聚各方力量。“党建联盟 360”打破体制壁垒，突破行业阻

隔，推进“政企联事”“党群联心”，形成城市区域化党建整体效应。推动组织联合，形成党建工作“一

盘棋”。将辖区内 12家驻地单位、155家企业、32家社会组织纳入党建联盟，优选影响力大、带动效应强

的单位组建理事会并作为联盟最高决策机构，搭建对话交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平台，促进基层党组

织建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密切资源联结，织牢服务平台“一张网”。创新搭建政务、企业、社会组织、

驻地单位四大服务平台，其中政务服务平台由区级机关工委牵头，对接税务、规划、金融等部门，提供行

政审批等服务；企业服务平台由属地雨花街道南站服务办牵头，落实企业落户入驻等服务事项；社会组织

服务平台由街道社服中心牵头，承接各类群众民生服务；驻地单位服务平台由南站综管办牵头，做好卫生、

治安和人文环境保障。强化工作联动，拧成协同推进“一股绳”。把“党建联盟 360”作为年度区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项目，列入党建工作考核；组织部门将其作为党建工程重要驱动，着力打造枢纽经济区样本；

街道工委将其作为党建一号工程，具体抓、直接抓、协调抓。同时，制定党建联盟《章程》《联席会议制

度》《党建工作专项资金实施办法》等工作规程，以制度化促进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强化“实”的举措，以实体运作为抓手筑牢党建基础。注重强实体、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党建工作

落地生根。打造实体化架构。按照各成员单位承担的联盟事务，成立共创、共建、发展、服务 4个专委会，

分别设在街道党政办、组织人事科、经济发展办、民生服务办，专人专岗负责。共创专委会统筹负责联盟

品牌活动策划；共建专委会负责具体党务以及新建党组织、党员教育管理；发展专委会负责企业服务，促

进政企、社企、企企协调发展；服务专委会负责对接联盟成员单位形成需求“菜单”。构筑实体化阵地。

因地制宜打造“企服平台党群服务中心”“花漫里党群服务中心”“农花社区联盟分站点”等 7个开展党

建、文化、公益等活动的分中心，开通联盟微信公众号，线上线下互联共享。建立实体化堡垒。采取“单

独建+联合建+组织共建”的组合方式，打破单位隶属、系统垂管等限制，实现区域内党组织建设、党员教



育管理全覆盖。目前，单独成立党组织的成员单位从起初的 3家发展到 14家，党员从 12人增至 106人。

彰显“准”的特色，以互利共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能。精准把握服务需要，精准整合服务资源，构建

形成各展其长、各美其美的服务格局。精准对接需求。围绕党建服务、政策咨询、企地共建等方面，采取

上门走访、网络征集等方式定期征集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分类梳理汇总，形成条目式需求、项目化清单

78项。点单认领项目。定期召开理事会发布项目，由各专委会根据职能认领清单，成员单位结合自身特色

资源针对性服务，先后设置 19项政策菜单，培训企业 37家。提供个性服务。针对个性需求，联盟整合平

台资源精准对接。南京麦克兔贸易有限公司希望在海外注册商标开展进出口业务，发展专委会对接区商务

局，全程跟踪、全程服务；南京中交合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希望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共建专委会积

极协调花神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作为其活动场所，并提供现场服务保障。

突出“快”的效能，以平台优势为支撑解决各类问题。发挥党建联盟的组织优势、驻地资源的业务优

势和各级党组织的协调优势，工作开展更高效、服务更便捷。企业的问题集中调研、快速解决。针对企业

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难题，出台南京南站高铁枢纽经济区产业发展扶持办法；针对缺党建教育和活动

平台的问题，整合雨花台烈士陵园、区委党校、“党课名师”等教学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家园”分阵地。

群众的问题积极回应、及时解决。整合驻区单位力量组成专业服务团队，亮牌承诺、常态走访，为居民群

众解难题办实事。启动建立“帮扶基金”，定期举办助学助困、就业送岗等公益活动。针对双龙嘉园小区

失地农民就业难，南站综管办主动上门对接，先后安置就业 50余人次。联盟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公益活动

50余次，服务群众 1.1万余人次，完成 12个小区、44.2万平方米整治任务。党员的问题共同应对、就近

解决。采取“联合党课”“手机党校”，建立“流动党员红色驿站”等形式，线上线下就近就便开展党员

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参与南站片区管理服务，切实把党的建设开展在最前沿、做实在最前线，促使党员主

动亮明身份、发挥作用。

“党建联盟 360”快速发展，实现了强基层与优治理、抓党建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南京南站高铁枢

纽经济区累计实现投资 65亿元，注册资金千万元以上企业近百家，13家企业入选高新技术企业。

“党建联盟 360”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开放式多元化整合性，探索出一条枢纽区域和复杂环境下的城

市党建新路径，实现强基层与优治理、抓党建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为城市区域化党建工作提供鲜明范例

和经验参考。必须确保党的建设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党建工作只有主动适应更加开放、

流动、多样的基层组织形态，积极面向新社会阶层、新兴领域，才能更好适应新形势对党建工作的现实要

求。雨花台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创新党建工作形式，成功实现区域新经济新业态在党组织引领下茁壮成

长、互融共进。必须把提升组织力作为关键重点，确保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建联盟 360”

通过街道党工委统筹引领，把关系互不隶属、层级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各类党组织统领起来、交叉

赋能，使党建资源得到充分挖掘、工作合力得到极大提升。实践证明，党组织是各类社会资源最有力的纽

带，是凝聚各类组织的核心。必须把制度创新作为重要保障，以常态化机制促进区域化党建长效化。推进

区域化党建不是一时之功，要以制度规范为支撑。雨花台区围绕党建联盟如何建、怎么运作，都在制度配

套上作出创新安排，推动党建工作由组织要求向自觉自发、集中活动向常态活动转变。只有与时俱进加强

制度建设，共驻共建才能真正落实见效。必须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根本指向，在提升满意度幸福感中激发

动力活力。服务群众是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建联盟通过点单式服务，有效解决群众和企业关心

的“身边事”“烦心事”。只有主动顺应城市工作服务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多元化发展趋势，精准

对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区域党建才会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必须把实现合作共赢作为共同追求，在推

进共建共享中实现整体提升。区域化党建只有注重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共驻共建才有源头活水。雨花台

区以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党建联盟工作，让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在联盟中找到融入点，增强了

存在感和归属感，产生了 1+1>2 的整体效应。只有找准结合点，提高关联度，推动各方相互受益、共同发



展，区域化党建才有持续长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