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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渡 区 民 政 局

〔A类〕

〔主动公开〕

官民函〔2021〕45号

关于政协官渡区九届三次会议第 93025 号
提案答复的函

缪宇代表：

您在昆明市官渡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提的《关于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推我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已交

由我局办理，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众所周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业市场化和人口流动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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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陌生人社区逐渐取代

了熟人社区、单位大院社区，还出现了许多城乡结合部杂居社区。

加之，步入“网络时代”，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更加关

注健康教育、民主法治、权益维护、社会参与等等。这些变化给

官渡区带来了城市品质不优、治安乱点乱象突出、综治维稳压力

大、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村改居”成效不显著等短板和不足，

向我们提出了新挑战。

对此，官渡区把创新社会治理作为城市治理改革的“1 号课

题”，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着力改变行政部门单打独斗的状

况，明确纪委、组织、宣传、政法、统战等党口部门职责，制定

了“1+7+N”系列文件，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不断完善，试点先

行，逐步推开，初步形成了“一核多维、共建共享”深入推进社会

治理工作模式。“一核”即以党的建设为核心，这是关键；“多维”

即从组织、服务、安全、环境、心理、社区等多个维度构建社会

治理体系，这是途径；“共建”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群众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这是基础；“共

享”即全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这是目标。通过党委统筹、党政

齐抓，协调各方、协同共治，有效破解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难

题。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强化区域化党建带动。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围绕构建

以党组织为核心，街道社区为主导，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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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区域化党建。在 8 个街道成立“党建

联合体”，63个社区成立“大党委”，在居民区、楼栋建立党建联

系点，推行机关和社区党组织“共建联评”制度，推动省、市、区

机关、中小学、“两新”组织等各领域 450余家党组织融入区域化

党建中。同时，通过“区域化群团”建设，进一步深化群团改革，

推动组织联建、队伍联育、项目联办、成效联考，有效联系和服

务群众。

第二，推进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全面实施“智慧官渡”工程

建设，整合“官渡智慧党建云”“网格信息中心”等各类信息化平台，

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破

解数据“聚通用”难题。加强社区综治中心建设，以综治信息化为

支撑，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升社区

治理精细化水平。在各街道各选定一个试点，推进街道、社区社

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工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不断提高

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围绕坚持正

确导向、供需对接，突出“文化教育、宣传引导”，探索建立区级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平台，开展“社区文化大舞台”、“社区邻

里节”等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推动服务方式由“政府配菜”向“居

民点菜”转变，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开展好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利用官渡文化 IP，以数字化方式扩大公

共文化服务范围，重视文物调勘和保护，深入挖掘官渡文物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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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滇历史文化，让文物“活下去、活起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引领城市和谐文明新风，凝聚社会正能量。

第四，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围绕坚

持源头治理、依法治理，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提升“云解纷”“网格信息中

心”“雪亮工程”等数据资源，细化社区、小组、楼栋网格 960 余

个，建立民情、舆情收集调处机制，健全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和矛盾排查预警机制、信访维稳、舆论引导长效机制，积极探索

设立区级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推动“无诉社区”建设，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官渡模式”叫响全国。全国首家引入公证机构参

与司法辅助事务，有效扩充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全省

首创劳动争议案件裁审衔接，妥善化解劳资纠纷，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第五，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区

级、各街道综治中心建设完成并联通政务外网、接入公安视频专

网，各级综治中心可以随时依据权限查看公安视频探头，实现鼠

标巡逻，但目前仍存在可用视频探头较少的问题，尚未达到全域

覆盖的标准；区级、8个街道、8个社区综治中心依托市级会议

系统资源接通视频会议系统，辐射全区所有街道和重点社区，实

现视频会议、视频远程指挥控制、视频调研等多种功能。云南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手机版本已在各街道进行安装，信息

系统涉及的内容包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流动人口管理、特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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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管理等。

第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

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督促各级各部

门严格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责任。大力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以奖代补”资金标准，规范人民调解

员队伍建设，组织力量开展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家庭、婚恋、邻

里、债务、土地资源等专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努力做到小

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激化。进一步完善风险隐患

排查和预警研判制度，特别是对易引发“民转刑”“刑转命”的婚姻

家庭、邻里纠纷、感情纠葛、经济往来等民间纠纷，推进基层矛

盾纠纷化解和命案防控工作有效开展。

第七，强化机制筑牢基础。建立“群众需要、书记吹哨、部

门报到”工作机制，街道、社区、网格“三级”书记调动挂钩联系

区级领导、区属部门、党建联盟单位等资源力量报到，及时服务

群众，解决问题；建成全省首个“市、区、街道、社区”四级为一

体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社

联动”为民服务机制；截止今年 6月份，政府让渡社会服务空间，

购买老年服务、青少年事务、残障支持、救困帮扶等社会组织专

业服务项目 97个，累计资金达 1450余万元，服务群众 5万余人。

健全社区干部和人才培养机制，落实经费用房保障，全面实施“智

慧官渡”工程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按照本次提案要求，以建设现代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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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为目标，深入推进“一核多维、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工作，

积极探索总结社会治理典型经验，实现社会治理系统化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努力争当全市、全省社会治理引领区、排头兵。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李茂 0871-67150326，15877863159）

2021年 6月 10日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21年 6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