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衢州市白云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本报资料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委组织部提供）

李灿

对经常跑基层的记者来说，党群服务
中心并不陌生，特别是在采访村社干部时，
对话往往选在党群服务中心。不过，越是
熟悉的场景，有时候我们越容易在不知不
觉中忽略。

这次采访，我们与党群服务中心来了
一次“亲密接触”，沉浸其中收获了许多惊
喜，深入观察后愈发感到，如今的党群服务
中心，烟火气足了、人情味浓了，暖心惠民
之路越走越宽。

采访中，看到最多的，是老人、孩子在
党群服务中心畅快开怀、其乐融融
的温馨画面；最感
意 外 的 ，

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工作之余，走进其
中阅读自习、听课充电、休闲交友；感触最
深的，是时不时地有穿梭于街巷的外卖快
递小哥，进来歇个脚、续个水、热个饭，享受
片刻的身心放松；听到最多的，是村社干部
口中建强用好党群服务中心为发展、治理
带来的新气象，以及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
服务的心气与担当⋯⋯

党群服务中心就在我们身
边，当我们遇到它的时
候，不妨进去坐
一坐。

去党群服务中心坐坐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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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党群服务中心
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凸
显：建设一座党员群众爱来常来的党群服
务中心，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浙
江在不断深化的探索实践中，给出了自己
的解法。

首先是如何落实服务场地。省委组织
部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为了解决
党群服务中心场地“缺、小、散”等问题，各
地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城市有机更新、未来
社区建设等工作，按照“贴近人流、便利便
捷、实用够用”原则，逐个阵地研究新建、拆
建、改建、配建的最优方案。尤其是对于基
础条件较差的城市老旧社区，通过统筹调
配国有房产、盘活用好闲置房产、置换租赁
房产等方式，多渠道解决场地问题，努力做
到位置合理、空间适用，有效承载服务
项目。

其次就是如何设定服务功能。阵地建
设一路走来，一些地方对党群服务中心应
当干什么、怎么用曾缺少系统思考、清晰思
路。这些年，随着省里大力强化顶层设计、
深化政策指引，各地在实践中，对“服务空
间最大化、空间利用最优化”“以用为本、需
求导向”等一系列工作理念的认识和把握
逐步加深。

“我们在考虑打造服务阵地时，首先
想到的，就是居民是不是真的需要。”开
化县元启社区党支部书记余群香拿社区
中的龙源小区给记者举例。这是个水库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2022 年成立之初，
为了让从前的村民尽快习惯和融入社区
生活模式，党群服务中心做了一轮又一
轮需求排摸，形成需求清单后，再有针对
性地与银行、医疗、餐饮、养老等机构对
接，优先把居民需求最迫切的服务搬到

“家门口”。
还有就是如何确保服务常态长效。在

各地社区采访时记者了解到，服务需求越
来越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之后，仅依靠社

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已经无法有效支撑
精细服务，必须引入外部力量，为党群服务
中心赋能。

现实中，各地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求解。比如，台州椒江创新建立“项目社
工”机制，每个镇街设置2名专岗专职的社
工，再通过全区一盘棋，充分开发、对接各
类社会资源，下沉到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开
展服务；宁波、绍兴等地积极挖掘引导村社
内部的热心群众、公益达人、在职党员等力
量，参与服务供给；金华、湖州等地打造“社
区合伙人”模式，通过党建联建、区域党建
共建等，引导驻区单位等力量加入服务群
众行列。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目前有许多
地方正在探索党群服务中心的社会化服务
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对于一些专业化
要求较高的服务项目，采取空间换服务、政
策换服务等办法，通过购买服务、委托运
营、合作运营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社会
组织、市场主体等第三方机构，让专业的人
办专业的事。

在这方面，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
道红梅社区，已经喝到了“头口水”。位
于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亲子活动空间，
引入平价的幼托服务机构整体运营，由
于社区减免了场租费用，幼托机构不仅
以低于市场的优惠价格，向社区居民提
供各类亲子课程，还经常组织一些公益
性的亲子阅读活动，受到广泛欢迎。社
区 党 委 书 记 孙 燕 芬 说 ，这 样 的 运 营 模
式，社区能够在不投入专门人员和资金
情况下，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更可持续
的服务。

我们有理由期待，经各级党组织不懈
努力和多方力量的加持助力，身边的党群
服务中心，一定会把更多的可能性带进现
实，让“开展活动到中心、遇到困难找中心、
服务奉献去中心”成为党员群众的习惯和
常态。

步履不停，朝着群众的期盼攀高向前

从养老照料、儿童托育、休闲阅读，到共富工坊、零工市场、青年夜校⋯⋯

党群服务中心的N种可能性
本报记者 李 灿 于 山

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党群服务中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展现出崭新形象？

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从养老照料、儿童托育、休闲阅读，到
共富工坊、零工市场、青年夜校⋯⋯服务项目日益增多，服务场
景更加多元，贴心程度甚至会颠覆你的认知。面貌一新，凸显的
是党群服务中心不断贴近群众需求的决心，更是浙江一张蓝图
绘到底，不断深化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定力和坚持。

早在2005年，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亲自点题推动新
建、改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8000 余个。这些年来，沿着总书记
擘画指引的方向，全省对基层阵地先后开展多轮建设提升，根据
时代发展和基层需求变化，持续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从设施上、功
能上、运行上迭代升级。目前，全省已建成各层级、各领域党群
服务中心2.85万个，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体系日益完善。

作为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治理服务的基本阵地，
浙江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迭代提升的？新形象新
面貌的背后，平日里阵地作用又是怎样发挥的？近日，记者走访
全省各地，在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里寻找答案。

把售楼处改造成居民“公共客厅”的嘉兴南湖余新镇党群服
务中心，将“城市书房”搬进居民生活区的杭州西湖嘉荷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办起“家门口青少年宫”的温州瓯海榕盛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为外卖小哥提供休憩换电服务的宁波江北北岸商圈
区域党群服务中心⋯⋯

最近，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搜索“下班打
卡地”“带娃好去处”“免费自习室”等关键词，很多帖子推送的主
角，竟然是当地的党群服务中心。

这些党群服务中心，不仅环境亲民舒适，内部还有丰富的功能
空间，让人感慨党群服务中心原来可以是惊喜满满的“宝藏屋”。

在衢州市区的白云未来社区，记者看到了党群服务中心的
各种可能和别样精彩。

这里原是一个总居住人口 6000 余人的老旧社区，2021 年
被列入全省第三批未来社区创建名单后，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
居住环境，都进入了“逆生长”的快车道。

其中最为吸睛的项目，当属2022年5月建成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改造时，白云未来社区把由市属国企掌握的沿街店面资源

整合起来，因地制宜开辟出便民中心、南孔书屋、幸福食堂、养老
中心、健身驿站等 17 个服务场景。当时就有人问，把原先可以
用来出租挣钱的店面拿来建设党群服务设施，值不值？

社区党委书记蒋薇底气十足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用她的
话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的需求
也日益增长，建设这么一个“社区大客厅”，打造多样化的功能空
间，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更多优质
的日常生活服务，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

让蒋薇欣喜的是，服务设施环境的改善，确实带旺了社区的
人气活力，让社区的发展动能进一步被激活。

我们看到，在幸福食堂，很多居民正在享用干净卫生、丰盛
可口的饭菜；在“零工之家”，有居民现场求职登记，平常有需要
还可以参加收纳师、家政服务员、来料加工等各类培训，方便后
续上岗就业；在养老中心，有不少老年人，正以相对优惠的价格，
享受高品质的照顾和基础医疗服务⋯⋯

在很多老“社区人”看来，党群服务中心作为社区各项工作
运行的枢纽，硬件设施的提档升级，还能有效提升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服务的能级。

这一点上，海宁硖石街道西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很有发言
权。在中心的服务空间里，对应居民需求，引入了 40 多家社会
组织，社区党组织领着这些社会力量一道，为群众量身定制红色
代办、幼儿托育、居家养老、创业增收等60多个贴心项目。

“党群服务中心越热闹，社区工作就越顺畅！”采访过程中，
许多社区工作者都表示，以前在居民眼里，有事儿要办才会找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在大家心目中，无非就是几间办公室，存在感
并不强；而如今，党群服务中心人气攀升，越来越多居民愿意在
平时来看看、坐坐、歇歇，增加了社区联系群众的渠道，“不论是
享受服务还是拉拉家常，许多矛盾问题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日常
互动中化解于无形”。

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提升党群服务中心
这一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主阵地，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通过党组织的主动服务和有效引领，吸引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走
近邻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办公场所到服务空间，党群服务中心人气足了，群众满意
度高了。背后映衬出的是党组织团结、凝聚、引领广大群众理念
上的与时俱进，体现的是对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从哪里来、该如
何提升的深入思考和生动实践。

人气背后，是设施焕新更是
理念革新

人气背后，是设施焕新更是
理念革新

非遗表演、手作体验、招聘集市、咖啡课
堂⋯⋯每逢周末和假期，地处市中心、紧靠
风景区的温岭九龙湖“城市驿站”，总能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来一大波市民。

近年来，随着省委大力推进以党群服务
中心为主阵地的基层服务矩阵建设，越来越
多的党群服务阵地，“植入”“嵌入”产业园
区、中央商务区、大型商圈、重要交通枢纽等
人流密集的城乡公共空间，成为“15 分钟公
共服务圈”的重要节点。功能上，它们与设
在镇街、村社的阵地错位互补、各有侧重；运
行上，由属地的基层党组织整体统筹、一体
推进，有效织密党群服务阵地网络，延伸服
务半径，不断满足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党员群
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以温岭九龙湖“城市驿站”为例，它与一
河之隔的湖畔社区同属于城西街道。如果
说湖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主体
为社区居民，那么，作为“一主多副”扩展型
阵地的“城市驿站”，则发挥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为更大范围的市民提供服务。

记者了解到，我省党群服务中心的基本
功能，主要包括党建服务、办公议事、便民服
务、基层治理、关爱帮扶、助力发展、志愿服
务、文体休闲、应急保障、宣传展示等 10 个
方面。各个阵地根据辖区内党员群众生产
生活方面的共性需求，因地制宜、个性化地
设置功能，主打一个供需匹配。

在相关政策的指引推动下，一大批功能
更加垂直、“用户画像”更加精细的区域性、
功能性党群服务中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有一个在业内小
有名气的小微电商产业园，全国首家“村播”
学院就坐落于此。为了做好园区产业人口
服务、支撑村播基地运行，园区内建起了由
柯城村播产业联建党支部负责运营管理的

“红小播”党群服务中心，成为产业园的重要

组成部分。
走进其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个党群服

务中心的与众不同：设备齐全、布置专业的
共享直播间，村播主播无需自己投入，就可
以上手开播；经常性开设公益培训课程，让
有直播卖货需求的村民听课学习；与上游供
应商共建宠物用品、农产品等多个“厂播”空
间，方便主播在真实环境中，沉浸式“带
货”⋯⋯“红小播”里的每个空间，都与村播
产业紧密相关，每项服务，都致力于推动产
业发展、村民致富。

党支部书记姜洪梅不无自豪地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红小播”已经链接了68家企
业主体、团队和个人，培训“新农人”主播近
万人次，去年还通过直播带动销售额逾20亿
元，助力相关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782万元。

“红小播”不是个例。采访过程中我们
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共富工坊”
融入党群服务阵地，成为助力当地产业发
展、群众增收致富和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
的重要平台。

建在常山县经济开发区的党群服务中
心，把专门培训“常山阿姨”的职业学校纳入
其中；温州瓯海的中央商务区、郭溪小微园、
国家大学科技园、瓯海眼镜小镇等5个党群
服务中心，一到晚上就化身“菁英夜校”，免
费面向青年群体开放；庆元县在多个乡镇和
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办“两茶共富学堂”“甜
橘柚共富学堂”“林下中药材共富学堂”等
24个共富技能学堂和100个“共富补给站”，
把产业技能培训送到山区群众身边⋯⋯

从村社基本单元到城乡公共空间，从生
活类便民类服务到生产类共富类服务，借助
党的组织优势，党群服务中心积极整合各方
资源，努力满足党员群众多元需求；依托党
群服务中心，党组织把为民利民惠民落到实
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的温暖。

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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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柯城区“红小播”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共享直播间。

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菁英夜校”面向辖区内青年举办人工智能分享会。 庆元县屏都街道蔡段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美妆技能培训，助力当地美妆产业发展。

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红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