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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促善治 民生增福祉
包头市东河区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得到新提升

本报记者●王祯

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工作开展以

来，包头市东河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标

对表中央、自治区、包头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工作要求，紧抓快办、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符合区

情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期盼，体现东河特色的市域

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了区域统筹、上下联动、共建

共治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

平得到新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升。

统筹推进
构建齐抓共建治理体系

抓好顶层设计。东河区委、区政府加强对社会
治理的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把市域社会治理、平
安建设工作纳入东河区“十四五”规划，成立了由区
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65家成员单位
组成的东河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暨平安东河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东河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实施方案》，高标准、高质量谋划推进各项工
作。同时，制定了《东河区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考核细则》，建立联席会议、督促检查和目标管理
等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开花结果。

抓实政务服务。印发了《关于推进政务服务事
项“应进必进”和“一窗式”综合受理改革的通知》，
通过制定东河区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制度，创新
推出“码上服务马上办”微信服务平台，建成便民服
务中心 14 个、便民服务站 115 个，全面推进“一网
办、掌上办、一次办、就近办、帮您办”，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能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动员群团参与。制定了《东河区加强城乡社区
协商的实施意见》，创建了25个“人大代表之家”和
14个“政协委员工作站”，成立了包头市首家民营企
业纠纷调解工作室，建立了“青年之家”，成立了工
青妇文综合保障中心……依托各个阵地，通过召开
恳谈会、对口帮扶等形式，动员企业职工、妇女代表
等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全面构建市域共治

“同心圆”。
发挥组织力量。成立了东河区商会组织、社会

组织、“小个专”、物业行业总支部委员会和安泰公
证处党支部、滨河老年公寓党支部等4家社会组织
党群服务中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
社会治理。不断加强平安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广泛
招募热爱公益事业的村（社区）党员、居民、志愿者
等人员参与基层治理，成立志愿服务组织312个，注
册志愿者73853人，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了重
要作用。

构筑网格治理。按照城区350户、农区50户的
标准，精准划分网格872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1100
名，实行 AB 岗及时补位机制，建成了纵横交错、联
动发力的网格化治理体系。成立网格党支部 247
个、楼栋党小组 362个，将党的建设、综合治理、平安
建设等全部纳入网格管理。同时，积极开展“网格
化＋人民调解”工作，网格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将服
务触角延伸向每个角落，推动实现小事一格解决、
大事全网联动，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综合施策
创新联动共治工作格局

规范化建设夯实治理基础。近年来，东河区
始终把加强综治中心、“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建设作为打牢社会治理基层基础的关键，
全力推动两个中心建设提档升级。先后打造了
杨圪塄街道安居社区、铁西街道俪城社区等一批
高质量综治中心，各级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有效整合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
力量，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
服务。

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群防群治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力量，东河区坚持把群防群治作为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效路径，不断发展壮大
群防群治力量，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组建义务红袖标
巡逻队伍 28 支，吸收物业管理员、快递员、外卖
员、出租车司机等多种平安建设志愿力量 4762
人，组建“包头义警”队伍，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和
社会治理，有效解决了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短缺问
题。

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健全完善多
元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积极打造一岗多
责、一专多能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队
伍，成立了由司法干警、公安民警、律师、人民调
解员等人员组成的“集结号”法治小分队13支，专
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8个，全力打造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协同联
动的大调解格局。同时，在 14 个（镇）街道、115
个（村）社区均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站，实现
区级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建设全覆盖。积极打造调解品牌，涌现
出“崔强聊吧”“全伟工作室”等特色品牌调解组
织32个。三年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4487件，
调解成功 14381件，调解成功率99.3%，有力维护
了社会和谐稳定。

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不断完善公共安
全案事件（事故）预警、预测、预防机制，对道路交
通、人员密集区域、校园周边、水电热油气、消防、
铁路、电梯等重点设施以及涉危涉爆、食品药品、
建筑工地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近年
来，开展各类安全检查 39410 户（次），发现安全
隐患 7299 条，完成整改 7208 条，隐患整改率达
98.75%。通过高频次检查，2022年，实现生产安
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目标。

齐抓共管
激发平安共享治理活力

打造智慧集成平台。信息化建设是赋能社会
治理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东河区委政法委不断
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途径，依托综治视联网和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打破信息壁垒，全面整合、
互联、共享政法各单位信息资源，创新建设了东河
区市域社会治理智慧研判平台，实现对社会治安
状况、矛盾纠纷研判、案件审理等有效监管，不断
向“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市域治理数
字化目标迈进。

扎牢社会稳定防线。打好“堵、疏、治、树”组
合拳，健全信访工作“十化”常态化机制，信访工作

“三率”走进全市前列。创新建立街面网格化管理
机制，对辖区 12000 家底店商铺，采取“街长+N
员+1”模式，彻底解决城市管理的堵点和难点，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发挥平安共治作用。积极开展平安校园、
平安街镇、平安医院等创建活动，2022 年被自治
区授予“平安内蒙古建设示范旗县区”荣誉称
号，并连续两年蝉联“平安包头年度考核”第一
名。打造村（社区）“红色蓄能站”39 个，激励新
业态群体在文明城市创建、基层治理等方面的
先锋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成立了“东河区家长学校教研
中心”“东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全面推进社
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教育网络建设；开展

“把爱带回家，关爱妇女儿童”慰问等活动，加大
对留守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帮扶；建成
了区、街（镇）、村（居）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立了 16 个法官工作站和“社区检察驿站”，实
现了公共法律服务与老百姓法律需求无缝对
接；法律援助工作做到“应援尽援”，加大对刑满
释放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积极开展心理
辅导，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广泛开展普法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等“六进”宣传活动。三
年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900 余场次。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迈步新
征程，东河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
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
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创新治理模式，打造服
务平台，在稳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
新征程中，力争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叫得响、传得
开的品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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