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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365全要素”社会治理新模式

打造暖城善治“东胜样本”
本报通讯员●许辰

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创建以来，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盯民生幸福指数，以“多措并举防风险、多元

解纷促和谐、五治融合优治理、智慧赋能强支撑，努

力打造鄂尔多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区样本”为

总体思路，探索形成了“三条途径掌握民情、六个步

骤办理民事、五种方式满足民需”为主要内容的

“365全要素”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起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有效

提升了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解锁了民生幸福密码，夯实了快速发展根基，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创建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了暖城善治“东胜样本”。

党建赋能
三条途径掌握民情

东胜区严格对照《鄂尔多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工作任务分解责任清单与工作指引（2020年版）》，
迅速印发了《东胜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
市创建攻坚方案》，构建了党政主要领导“双组长、双督
办”工作机制，组建了平安东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专班，集中优势资源力
量，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项目化推进各项重点
工作和具体任务，构筑起了党领导全面、政府主导推
进、社会协同参与的工作体系。

为了强化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东胜区按照“多网合一、一网统筹”的原则，集中划分全
科网格 797 个，配备网格员 1017 名，按照把党小组建在
网格上的发展思路，在镇街道、村社区打造一站式党群
服务中心，将社区联合党委、共建单位党组织、居民小
区党小组连成“一线”，构建起事务同商、载体同创、资
源同享、服务同抓“四同”机制，开展联盟志愿服务、联
合就业创业、联动扶贫救助、联建文化活动的“四联”服
务，促进了党建引领基层问题联治、风险联控、平安联
创。“一线四同四联”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充分发挥了党
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干部了解民情、群众反映民情、信息化手段收集
民情，是东胜区“365全要素”社会治理新模式中精准把
握工作发力点的三条主要途径。

社区党组织每月召开一次问需会，每个网格设
置一个民意征集箱。社区工作人员每两周对网格内
特殊群体入户走访一遍，每两个月对网格内所有住
户、个体工商户、辖区企业、楼宇商圈等开展拉网式
走访一遍是社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对特困家庭生
活情况必问、孤寡老人身体情况必问、失业人员就业
情况必问、流动人口居住信息必问、矫正对象思想情
况必问的“五必问、五必记”工作要求，社区党员干部
在《民情日记》上认真记载群众实际困难、意见建议、
解决问题办法、工作进展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人手
一册的《民情日记》成为了服务群众的“导引图”“指
向标”。小区网格建有党小组，每栋楼推选党员中心
户。党小组组长联系党员中心户、党员中心户联系党
员、党员联系居民，这一机制不仅增强了党组织的政
治引领功能，也畅通了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除此之
外，区、街道、社区通过服务热线、视频监控、QQ 群、
微信群、一键式呼叫器等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党员干
部与群众的双向互动，形成了群众有呼唤，干部见行
动的服务运行机制。

全区 7300 余名党员干部进社区、入网格、亮身份，
主动认领社区治理、政策宣讲、扶贫济困、风险排查、矛
盾调处等 10 大类 5100 多个服务项目，彻底扭转了过去

“干部拍脑门定事、社区等人上门办事”的局面，让市域
社会治理由“条块分割”变为“无缝对接”，让社区工作
由“群众上门”变为“党员下沉”，让基层治理由“政府包
揽”变为“多元共治”，形成了人往网格走、劲往网格使
的精细化服务机制。

以人为本
六个步骤办理民事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
力也在基层。如何让收集回来的民情民意第一时
间“消化”掉，把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和谐的美
好画卷“铺”的更宽广，东胜区从建立程序化、制度
化、规范化的体制机制入手，创新性地推出了六个
步骤办理民事的新举措，即分析民情、建立台账、及
时办理、反馈结果、群众评议、动态考核，真正实现
了民生事项、矛盾纠纷一揽子解决。

按照东胜区“365 全要素”社会治理新模式运行
机制要求，一线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对收集到的社情
民意需建立日汇总、周分析制度，通过召开网格联
席会议，积极寻求办理方法和解决对策；根据民情
事项办理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建立即办件、限时
件、特办件、承诺件和代办件五类台账并实行销号
制度；对于网格员自身能办理的事项立即办理，难
以办理的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或协调相关部门通过
圆桌会谈等形式，共同推动解决；民情事项通过公
开栏公示、电话告知、网络反馈等形式，反馈和公开
解决方案、办理进度、办理结果，让群众随时掌握办
理情况，充分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社区党组织书
记每半年向党员和群众代表述职一次，党群服务中
心服务窗口均配备电子评价器，党员干部和网格员
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评议；每年对党员干部和网格
员进行一次量化考核，考评结果作为社区党组织星
级管理、改进工作、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

聚焦“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这一课题，东胜
区以矛盾调解、信访化解、诉源治理为主线，实现平
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中心的一体化运行，建成 1 个区级综治中心和
15 个镇街道、107 个村社区综治中心，把诉调对接中
心、联合接访中心、矛盾调处中心、劳动仲裁中心等

“多中心”整合为“一中心”，实现信访事项和矛盾纠
纷的“一站式”受理，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律师调解“四调联动”，司法确认和纪检监督

“双向发力”，形成多元共调、合力共解的“大调解”
工作格局。东胜区区级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5356 件，
化解 3212 件，化解率为 60%。镇街道级综治中心共
受理矛盾纠纷 973 件，化解 859 件，化解率为 88%。

为着力集中攻坚化解一批在房地产、民间借
贷、物业服务等领域的突出信访事项和社会矛盾，
东胜区统筹纪检、政法、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
等纪法力量，以开展信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为手段，以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上
主张权利、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为目标，组建攻坚化
解专班，建立法律服务资源保障机制，实现了“群众
点单、社区下单、干部接单”的无缝对接，矛盾纠纷
联调、社会治安联防、突发事件联处、重点问题联
治、特殊人群联管、服务管理联抓、基层平安联创、
民生问题联解，切实把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治
理优势，最大限度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
镇街道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创新服务
五种方式满足民需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三种途径掌握民情，六个步骤办理民事为群众搭建

起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的绿色通道。然而，东胜区却并未
裹足不前，组团服务、数字服务、代办服务、预约服务、错
时服务等五种个性化服务方式，使市域社会治理的触角
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升华。

全区81个行政企事业单位与79个社区建立结对帮
扶关系，组团为居民提供民生保障、物业管理、法律咨询、
就业援助等服务，从源头上改进了城市管理和服务方式，
实现了城市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全覆盖；大力推行“接诉即
办”改革，全面整合区长热线、城管热线、食药、应急、安
监、“12315”“12328”等公众服务平安，依托“多多评·东e
行”智能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信息采集、巡查走访、线索上
报等功能应用，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街道吹哨、部门联
动”工作机制落地见效；按照“专人受理、全程代办、按时
办结”的要求，为残疾人、无办事能力的困难群众和低保
户等群体提供代办服务，使特殊人群享受到了特殊服务；
各党群服务中心公布预约服务项目和服务电话，群众可
通过预约单和预约电话预约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全天候
接受预约，使社区服务更加人性化；推行网格员工作日提
前上班或推迟下班的方式轮岗延时服务，周六日轮值服
务，实现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不断档。

平安幸福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安全稳定是发展
最宝贵的财富。东胜区紧盯民生福祉，全面加强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将网格化巡逻、特警武装巡逻、“天
眼”视频巡逻三级巡控体系紧密衔接，构建起点线面互
动、巡查卡并举的全时空、立体化、无缝隙“大巡防”工
作体系；进一步完善政法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一站式诉
讼服务中心、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建设，积极打造“守护
娜荷芽”未成年人工作品牌，选派 151 名政法干警担任
法治副校长，建成自治区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
地；深化“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区级
市民中心、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代办点三
级办事大厅标准化服务体系，276 项服务实现“最多跑
一次”，332 项服务实现“零跑腿”；常态化开展大律师与
群众“面对面”普法活动，依托“法律服务超市、法律服
务大篷车”等多维度强化法律宣传；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属地责任，对煤矿、消防、食品安全、交通运输等 8 个领
域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坚持“全覆盖、零容忍、重实
效”，深入治理事故隐患，做到闭环管理，切实保障全区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在“365全要素”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推动下，“三调三
减工作法”“红色物管”“红色商圈”“三联三共三规范”“一
心两单三联动”“一卡一网三通”“三优四化五服务”“鼠标
巡逻、探头站岗”等一批特色工作品牌和工作经验如雨后
春笋般蜂拥而出，使得这一极具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的社
会治理新模式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愈发显得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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