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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海安实践” 

于立忠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增进人民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海安市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迈向现代化的两大战略支撑，努力为创造

高品质生活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挥党建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引领作用 

延伸“党管一切”的神经末梢。将推进治理现代化工作纳入书记项目，强化镇级党委主体责任，探索社区物业党建联建，选

派专兼职物业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把行动支部、功能型党小组建到小区里、建在网格上，把党的阵地延伸到小区楼栋。着力打

造红色业委会，将“党的领导”写入“业委会议事章程”，新成立或换届业委会成员的党员占比达 50%以上，小区党组织主导业

委会筹备换届、引领小区重大事项决策、领导业委会以及监管物业公司等职能，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动

能。 

构建社区“大党委”工作体系。充分整合辖区内党建优势资源，编制区域化党组织“大转盘”，明晰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推动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新兴领域党组织“结成一家亲、同下一盘棋”，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区域联合

党委为依托、多方共同参与的“大党委”组织体系。选聘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社区“大党委”委员，社区干部兼任社会组

织党组织书记或党建工作指导员，有效保证社会组织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探索“一核多元”治理模式。积极探索党员广泛联系群众机制，推动形成“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功能型党小组—党

员中心户”四级党建网络，全面推行“1+10+100”教育引领群众工作机制，每个党小组长、党员骨干联系 10名左右党员，每名

党员联系 10户左右群众，形成党员示范引领群众的几何效应。持续深化群众事务党员干部代理机制，5000多名党员干部主动深

入村组社区，走访村民居民，年均为群众代理、代言、代办各项事务约 4.9万件，解决难题 1500余件。 

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把政务公开意识贯穿于权力运行全过程和政务服务全流程，防止因信息不对称

造成群众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面对“老大难”的房屋拆迁工作，海安市建立以“三榜公示”（一榜公示方案，二榜公示

结果，三榜公示补偿）为核心的房屋征收工作机制，推进过程阳光公开，杜绝暗箱操作，获得了群众支持与信任，从源头上减少

矛盾，赢得民心。在城市核心区旧城改造工程中，涉及被征收对象近万户，没有发生一起因补偿、安置问题而引发的有影响的事

件。 

充分保障群众的表达权。坚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准，更加珍惜和尊重群众的话语权，

多让群众说话，多听群众说话，推动治理现代化成效更符合民意、顺应民心。积极搭建民意诉求表达平台，在全国首创网络回帖

员制度，市四套班子及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年参加一次网友见面会，将“键对键”交流与“面对面”对话紧密结合，网上办理回复

率保持在 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 95%以上，实现了治理现代化从“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的拓展。 

充分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基层治理的受益者，必须充分发挥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畅通群众参与渠道，不断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在基层党支部推行“你问我答、我说你听、我述你评、你提我做”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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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召开干群连心邻里会，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组建百姓名嘴宣讲小分队，开展乡村贤人送“理”上门、身边好

人送“德”进门、致富能人送“技”入门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说群众最想听的理论，解读群众最想了解的惠民政策，将

党的声音传播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围绕便民服务提升治理效能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断提升的形势下，海安市全面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着力提升社区综合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一体化水平。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推行“党支部+居委会+物业公司”

三位一体管理模式，落实人口属地管理，着力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因拆迁引起的人居分离，户籍地村居“找不到”，居住地社区

“管不了”，最终群众事务“无人管”的问题。着力健全社区便民化服务机制，统一制定 59项村居便民服务事项清单，高标准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服务驿站，深受群众欢迎。 

提升智慧服务水平。全面整合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等各类资源和信息，研发“我的海安”APP，积极打造指尖上

的便民服务云平台，群众可在线办理 222项、查询 1291项政务事项。嵌入“自助移车双向通话”模块，实现移车求助、警情处

置等的自动化、智能化。有效利用公共地面资源，新增停车泊位 5000余个，启用智慧停车系统，实现智能进出、扫码通行、预

约车位等功能，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机制，盘活公共停车位的周转率和利用率，有效缓解“一位难求”问题。 

提升集约服务水平。围绕解决群众办事“多头跑”“多头问”的问题，推动资源整合、功能融合，使群众“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地”即可办成事。深化“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机制，同步建成市镇两级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推进矛盾调处、心

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治理资源“整编”进驻中心，全方位向群众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便民服务。全面整合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归并政务服务电话 36个，提供 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实现“12345”一个号码受理民生诉求，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

务“总客服”。 

守好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推进平安建设让百姓安宁。抓平安就是抓发展、抓民生、抓和谐。海安市坚持把平安建设作为海安最宝贵的软实力，着力解

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建成苏中地区首批省级现代技防城，可

防性、多发性案件得到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幅下降，刑事案件、“八类”案件呈现连续下降态势，万人刑事发案率低

位运行。“平安海安”已经成为一张闪亮名片，吸引了更多高端人才到海安创业、生活，切实增强了城市发展指数，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 

促进公平正义让百姓安心。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让公平正义更加“触手可及”。海安法院推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

同步显示庭审记录“三同步”，每庭必录、长期保存，无偿向当事人提供庭审视频光盘，切实提高当事人对诉讼公正的信任度。

率先探索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2007年以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均保持 100%，官民平等对簿公堂成为常态，切实增

强了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坚持能动司法让百姓安居。坚持民生司法，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依法审理民间借贷、损害赔偿、环境污染，以及医疗、住

房、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等案件，加大打击“拒执罪”工作力度，提高失信成本，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发挥公益诉讼监督“利剑”

作用，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

全”等专项监督活动，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老大难”问题，切实保障群众享受“天蓝、水净、地绿、食安”的

基本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