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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漕湖答卷” 

陈浦秋杭 陈清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指出，建设韧性江苏、

智慧江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率先建设秩序优良、活力彰显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近年来，苏州市相城区漕

湖街道坚持提高效能、下移重心，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上交出了硬核的“漕湖答卷”。 

抓住基层党建“火车头”，将战斗堡垒作用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漕湖街道持续加强党建引领，着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火车头”作用，助推社会治理取得实效。

一是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漕湖街道党工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线作战”，奋

力夺取“双胜利”。充分发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优势，实现居民“一户一档”，确保人员排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引入无人机“空中网格员”，宣传防疫知识，消杀危旧房隐患，通过空中扫码提高居民出入通行效率，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截至目前，漕湖街道辖区内无一人感染疫情。二是系统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引导，

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构建大党建统领下的“四线”型基层治理体系，以街道为“顶线”、村（社区）为“中线”、

网格为“底线”、集成指挥中心为“竖线”，“三横一竖”四条线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快捷顺畅的运行机制。三是着力

擦亮基层党建品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访民、富民、安民、育民、乐民和暖民各项工作；实施街道书记项目“‘1+3+N’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漕湖实践’”（“1”即改造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做优党群服务各项工作；“3”即通过党员示范、岗位示

范和组织示范，评选百名先进典型；“N”即“民心茶馆”“静心之家”“居民议事厅”等 N个特色“党建+”项目）；与高校、

银行和企业等 30多个单位结对共建，共同打造“苏漕课堂”“邻里空间服务站”等便民服务项目，不断提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能力和水平。四是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充分发挥老党员、退休老书记作

用，组建“理润漕湖”理论宣讲队，促进广大干群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突出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树

立“民生清单”就是“责任清单”的理念，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漕湖街道建成苏州市首家“学习强国”线

下体验馆，打造理论学习“实境课堂”，努力将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抓住百姓福祉“根本点”，将民生指数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效能指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漕湖街道始终将党建工作作为推动民生改善、提高民生服务水平的根本指引，为民生福祉注入

“源头活水”，把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是大力提升城市文明气质。制定《漕湖街

道争创“全国文明单位”三年计划》，主动与“全国文明单位”六连冠的上海市曲阳路街道进行社会治理结对共建。深入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举办漕湖历史文化研讨会暨“顾九思”文化专题研讨会，创作戏剧《顾九思》。二是精心扮靓街区环境面貌。制定

《漕湖街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创新企业危废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防治工地扬尘。截至今年 8月底，实现大气质量和

优良天数双达标，国、省考 5 个断面达标率均达 100%。三是不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进专业养老机构，优化社会救助机

制，托底保障困难群体，获评省级“残疾人之家”；成立 4 支“十里漕湖”家庭医生团队，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为群众真正

提供家门口服务。四是着力健全公共服务功能。华东师范大学漕湖学校和东方岚谷幼儿园相继投入使用，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

校与漕湖学校实行全方位结对共建，漕湖幼儿园获评“省级优质幼儿园”等，高质量教育服务配套供给不断增强。自今年以来，

漕湖街道已开展街道、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94场次，覆盖群众 10000余人次。 

抓住治理创新“关键处”，将数智赋能作为社会治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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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智慧赋能。漕湖街道不断探索数字化治理，聚焦社会治理“痛点”、难点，突出党建引领、数据汇集和资源整

合，提升治理效能。一是实现数据资源聚合。开发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平台，初步形成“雪亮工程+城市数据大脑”基层智慧

治理体系架构。打造一体化联动平台，整合对接“12345”便民平台、数字城管和“寒山闻钟”论坛等。目前，20多个工单来源

渠道已整合到位，正逐步融合“网格化社会综合治理联动平台”“综合执法一体化平台”“政务服务平台”等系统平台。二是

筑牢社会安全屏障。运用技术手段实时“预警”群租现象；启用省内第一个“校园盾牌智慧管理平台”；利用无人机在设定区

域巡航，将智能 AI分析器、智能卡口等设备融入企业仓库、实验室等重点部位，形成全天候、智能化、立体式安全监管新模式。

三是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漕湖街道利用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平台，实行一体化指挥。涉及基层社会治理事项，漕湖街道统一

由该平台流转，将问题来源、交办督办、结果反馈、逾期预警和办理质效等环节形成“闭环链”，有效强化跟踪督导和考核评

估。 

漕湖街道社会治理创新带给我们几点启示。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心骨”“领头雁”作用，充

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巩固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服务、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物业管理和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上的“定

向领航”作用。努力探索党建引领下多元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注重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与群

众血肉联系，将基层党建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每个“神经末梢”。二是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坚

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紧紧抓住群众关

心的每一件事，将社会治理与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参与感。三是发挥以文化人重要作用。文化惠

民，文明铸魂。大力完善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努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深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本土

文化品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凝聚群众、引导群众，形成文明城市大家共

建、文明成效大家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四是着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力之所至。街道一级是服务

民生的“一线”，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下大力气美环境、强配套、优服务、增收

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磨刀石”，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干部担当的“试

金石”，不断探索治理创新的方式方法，积极探索运用科技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