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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1353”工作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集成创新

在杭州人心目中，红巷，通常指
的是小营巷，这里是浙江省第一个地
方党组织的诞生地，拥有中共杭州小
组纪念馆、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
等红色场馆。

“红巷”既有，何谓“最美”？
在上城区的“解题思路”里，“最

美”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美”寓
意着“把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的殷
殷嘱托；“最”代表着“最杭州，新上
城”的目标定位。“最美红巷”，意在打
造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的上城模式。

作为杭州历史最悠久也最具经
济活力的中心城区之一，上城区在空
间资源方面新老文化互融，近年来涌
现出了“湖滨晴雨”“凯益荟”“幸福邻
里坊”等基层治理品牌，在公共服务、
公共治理、公共安全等方面形成了基
础优势。

上城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
是杭州“深化改革、强基固本”主题
年，“最美红巷”正是全区放大基础优
势的集成创新，通过改革推动创新赋
能基层治理，让更多“管用、实用、好
用”的基层首创持续迸发，放大标志
性成果影响力。

此次提出全域打造“最美红巷”，
并非简单地将“红巷经验”复制粘贴，
而是要以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地探索“办实一件事、赢得万人
心”的实践路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怎 么 探 索 ？ 上 城 区 构 建 了
“11353”工作体系——

首先是“办实一件事、赢得万人
心”的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基础
上，发挥各基层党组织“争星晋位、全
域建强”动力主轴作用，围绕公共服
务、公共治理、公共安全“三大任务”，
创新责任边界、多跨联动、双考共促、
要素保障、赋能减负等“五大机制”，
实现建立一套评价标准体系、打造一
批可看实践场景、形成一批基层首创
案例“三大标志性成果”，以“一地创
新”实现“全区共享”。

上城区委主要负责人说，要以改
革为牵引，从现实需求、群众期盼出
发，率先打造更多“贴地气”“冒热气”
的标志性成果。“很多项目都是多跨
协同的场景，更需要用改革的思维和
招数，有效破除部门与部门之间、部
门与街道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

目前，上城区已推出 50 多个“最
美红巷”特色培育项目，将对标省市

“赛道”加快打造一批可看可学可复
制推广的特色实践场景；有关“最美
红巷”的一整套体系机制制度正在探
索建立，意在实现从经验探索到标准
输出的突破。

从百姓最迫切需求出发
“美好生活”可感可及

依托家庭医生签约，创新开展
每周 6 天、每天 10 小时的“喘息服
务”（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临时替
代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短期照

护），还能按需提供上门康复治疗
照 护 ⋯⋯ 在 四 季 青 街 道 运 新 社
区，上城区卫健局试点打造了集
医疗服务、生活养老为一体的

“医养护驿站”。
“ 医 养 护 驿 站 ”是“ 最 美 红

巷”探索中公共服务项目的标志
性成果范例。上城区委主要负责

人介绍，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完善覆
盖全域、就近可及、优质均衡的“十
分优享”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以

“绣花功夫”全域精雕细琢城区环
境，充分展现“城市封面、韵味客厅”

的独特风采。
项目怎样服务到百姓心坎上？

要从身边最迫切的需求入手。
以“医养护驿站”为例，上城区老

年 人 总 慢 性 病 患 病 率 为 85.86% ，
11.2%的老年人不能完全自理，失智
失能老人的医疗护理、生活照料服务
需求较大。“全区已建成‘医养护驿
站’4 个，日均诊疗 170 人次，提供‘喘
息 服 务 ’174 人 次 ，服 务 满 意 度 超
95%。”上城区卫健局负责人说。

作为杭州的“城市客厅”，上城区
在照护“家人”的同时，还要留住更多
的“客人”。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区建
设，从来杭“第一站”的求职便利，到

“第一晚”的免费住宿，上城正在用更
多暖心服务，实现青年人才与城市的
双向奔赴。

上城区筹集了“青荷驿站”130套
（间），为求职创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
提供不超过7天的免费住宿服务。求
职学生只需线上申请，便能拎包入
住。“我们公寓 12 套房源作为青荷驿
站使用，房源非常抢手，春招高峰期
每天都订满，最近也基本都是满房状
态。”宸寓·新塘公寓相关负责人说。

大事小事变成“我们的事”
汇聚多方力量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治理，人是关键。只有激发
社区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把“你的事、
我的事”变成“我们的事”，才能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围绕公共治理目标，上城区正积
极探索市场、商圈、楼宇“社区化”治
理模式，试点设立功能型产业社区，
打造“最美红巷”基本单元新样本。

在素有“中国服装第一街”之称
的四季青服装街区，采荷街道设立了
产业社区党委、社区治理委员会、社
区综合服务站，全面承接街区治理、
服务、发展等多元功能。“产业社区的
治理触角延伸到市场楼层，打通治理

‘毛细血管’，让底数更清、情况更明、
反应更快。”该服装街区产业社区负

责人说。
为了让街区“稳”起来，该服装街

区产业社区组织 22 家市场、经合社、
企业成立共治联盟，组建区域联防队
伍，实现“街区的事大家管”。“自从有
了产业社区，街区就像一个大家庭，
凝聚力和归属感更强了。”商户们纷
纷表示。

社区治理，孤掌难鸣。近年来，
上城区通过推动“三方协同”和“五
社联动”，做优基层治理共同体。其
中，红色物业“金牌管家”模式颇有
成效。

湖滨街道青年路小区建成时间
长，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场所缺乏
等问题突出。怎样“螺蛳壳里做道
场”？街道紧抓全域旧改契机，引入

“智享生活”专业物业团队，成立小区
物管委，实现小区硬件设施与管理服
务“双向提质”。

“小区搭建了党组织、物管委、物
业企业协同治理规范化平台，定期召
开物业联席会议，借助‘湖滨晴雨’民
情观察员力量充分征集群众意见建
议，梳理出居民反映强烈的整治需
求，在物业公司与居民业主间形成良
性互动。”湖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治理，红
色物业“金牌管家”大物业模式已在
上城区成片规范运作，覆盖湖滨等 9
个街道 102 个项目。全区住宅小区
现已成立业委会或物管会 534 个，协
助解决物业重大矛盾纠纷 60 余起，
开展业务培训指导150余次。

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
“一呼百应”守护公共安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南门附近的小巷子里，坐落着一间

“调解工作室”。“这是今年成立的医
院特色解纷中心，融合医院医务科、
保卫科，派出所、街道等多方力量，当
医院出现突发事件和警情时，能紧密
联动共同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小营
街道党工委委员、小营派出所所长阮
佳俊介绍。

解纷中心的运转，离不开上城区
推行的“一呼百应”社会共治体系。
社会治理，安全是底线。上城区建立
矛盾纠纷抓源促治工作机制，推动公
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努
力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平安 365”
公共安全网。

以紫阳街道“邻里110”社会治理

与服务平台为例，通过每个网格设立
“邻里 110”社区服务站，推出紫阳邻
里码让网格成为收集居民呼声的“前
哨岗”和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的“服务
台”。运行至今，平台已收集社区治
理 事 项 1.3 万 余 条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2375 件，处置各类突发应急事件 50
余起。

上城区社会治理中心负责人介
绍，“一呼百应”社会共治体系推广
以来，共治单元突发事件先期处置

到场平均事件由 8 分钟缩短至 3 分
钟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196 起，确保风险发现在早，处置在
小。

接下来，上城区将持续推广、引
导更多的社会力量有序融入“一呼百
应”社会共治体系，发展“专业引领+
普遍参与”“全职守护+支援服务”的
共治“朋友圈”，形成多点辐射、交织
成网、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枫桥经
验”城市版上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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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区试点打造“医养护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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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小区硬件设施与管理服务“双
向提质”。 湖滨街道供图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
则天下安”。在我国这样一个人
口大国，涉及民生的各类问题和
诸多矛盾往往发生在基层、发酵
在基层，因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
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当前，杭州市上城区在深化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不断探索
创新，取得了诸多成效和有益经
验，对城市社区建设和国家治理
现代化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

一是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向，进一步增强街道、社区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基层战
斗堡垒更加稳固，为城市基层治
理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二是聚焦公共服务、公共治
理、公共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大力
完善精准对接各类社会群体需求
的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产业
社区基本单元的公共治理新模
式，多元搭建公共安全的协同共
治体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有效
性、共享性和协同性等全方位提
升。

三是通过“医养护驿站”“金
牌管家”“一呼百应”等创新实践，
不断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向基层赋
能，下移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夯
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形成基层
自我发现矛盾、内部化解矛盾的
纠错机制，实现了民心在基层凝
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
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问题在基层解决
民心在基层凝聚
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唐玉

夏日午后，杭州市上城区小

营巷社区永宁院小区，社工刘梦

然提着保温盒，一路小跑上了 4

楼。叩响房门，打开盖子，两个

新鲜出炉的“小雨馒头”冒着热

气。“阿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帮

忙解决？”送完馒头，刘梦然没有

“空手”回到社区，他的脑海里已

经记下了居民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

单元，从小营红巷发轫的基层治

理创新之风，正在吹向全域——

作为省会城市核心城区，方圆

122 平方公里的上城区，遍布着

203 个村（社）和 700 余个小区。

密集型的居住人口，给社会治理

提出了新课题。

怎样把社区建设得更加美

好？上城区找出了“题眼”——

2023 年以来，上城区委扛

起“守好红色根脉”的使命担当，

锚定“最杭州、新上城”定位，由

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双

牵头，深化党建引领，聚焦改革

创新，围绕公共服务、公共治理、

公共安全“三大任务”，全域打造

“最美红巷”基本单元，让上城区

成为全域展示新时代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最美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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