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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组织建在家门口
菜市场设党支部让百姓 野菜篮
子冶拎出幸福感

清晨 6点，河北区铁东路街
道宜景菜市场已是一派繁忙。摊

位前“党员示范岗”的红色标识格

外醒目，程肖飞正将一袋袋分装

好的杂粮摆上货架。他说：“党员

身份挂出来，进货更要严把关。”

眼前整洁有序的标准化菜

市场，此前却是远近闻名的杂乱

市场。2018年市场升级改造时，
党建指导员边文君带着任务进

驻。据他回忆：“当时商户 80%是
外来务工人员，市场环境脏乱，

菜叶遍地，顾客投诉不断。”

“菜市场是重要的民生场

所，是否有序，关乎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河北区委组织部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高亮说。近

年来，河北区开展菜市场党建引

领力提升工程，着力打造党员群

众凝心、企业商户暖心、居民百

姓放心的菜市场。具体做法上，

市场党组织主导，党员与商户联

动，还注重将菜市场管理方的党

员负责人纳入党组织领导班子，

在每个菜市场打造党建工作指

导站，选派“两新”组织专职党务

工作者驻站服务。

“市场党组织怎样发挥作

用？”程肖飞最初满心疑惑。但当

看到党员商户率先挂出“卫生自

检表”，主动清理门前垃圾，他渐

渐改了主意。“人家真把这儿当

自家客厅打理。”在他们感召下，

2019 年，程肖飞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如今在宜景菜市场，8 名党

员中既有管理人员，也有像程肖

飞这样的党员商户。水果摊主刘

辛就是新发展的 90 后党员，他
的摊位前总摆着便民药箱和共

享充电宝。“党员身份不是招牌，

是责任。”这位来自江苏徐州的

小伙说。

“过去比谁嗓门大，现在比

谁服务好。”边文君翻开工作日

志，记录着市场的变化：卫生投

诉下降 92%，顾客回头率提升至
85%，14名商户主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目前，河北区 15家菜市场
全部建立党支部，党员摊位“亮

身份、亮承诺、亮服务”，280余家
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申

请人商户纳入亮身份行列，让百

姓“菜篮子”拎出幸福感———全

区菜市场内的诚信纠纷下降

30%以上，居民群众对市场满意
度达到 92%，市场交易额较之前
增长 15%以上。

资源聚在家门口
新就业群体与社区党组织实现

野双向奔赴冶

夜幕下，美团骑手校泽轩正

骑着电动车穿梭于楼宇之间，行

至王串场街道一个小区门口，

“咯噔”一声，电动车一阵颠簸。

他下车检查，“井盖松动了！”校

泽轩赶忙拿出手机拍照，上传到

“驿警巡逻队”微信群中。

“第二天我再次路过这个小

区，发现井盖已经修好了。”校泽

轩笑着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参与排除安全隐患了。“我们每

天穿行在大街小巷，既是送餐

员，也是安全隐患排查员。”校泽

轩说。

在河北区，像校泽轩这样

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的骑手并非

个例。王串场街道焕玉里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言介

绍，社区强化党建引领，依托河

北区首个新就业群体党支部，吸

纳周边站点的 120 余名骑手、快
递员，化身“移动探头”，参与基

层治理。

“这其实是我们与社区党组

织的‘双向奔赴’。”美团王串场

站副站长施厚任领着记者来到

街边一个“驿路有爱”站点，里面

摆有应急药品、微波炉、饮水机

等用品。他说：“注册骑手刷脸可

进，物品很实用，让我们感受到

社区满满的关心。”

新就业群体的需求在哪里，

党建服务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河北区推行新就业群体

“暖新十五条”举措，打造“十分

到家”服务圈、272个“驿路有爱”
站点。还与天津市第二医院共建

“骑手门诊”，为骑手提供专属挂

号通道和义诊服务。

事实上，这只是把资源汇聚

到群众家门口的一个缩影。高亮

介绍，河北区找准党建工作与商

居发展的结合点，全区社区党委

与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等的党组织均确定了 1—2个
共建项目，推进社区建设微更

新、志愿服务等暖心工程。

在望海楼街道，昆云里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迪带着记

者走进“移动爱家便民坊”———这

里曾是一间闲置房屋，如今变身

为智能服务综合体。中国移动天

津分公司通过“社区合伙人”机

制入驻后，不仅提供宽带义诊、

智慧养老产品体验，还将文创产

品销售额的 50%注入社区基金，
用于帮扶困难群体。

此外，昆云里社区还引入创

新创意项目和社会组织等第三

方机构，以“志愿+低偿”的经营
模式，提供插花、舞蹈、国画、书

法、非遗制作等多门课程，让居

民群众生活更丰富。

矛盾解在家门口
野阳光物业冶 重塑物业与业主的
信任纽带

暮色中的鸿顺里街道律笛

里社区海韵家园小区，74岁的居
民李桂琴悠闲地在平整的沥青

路上散步。“你敢想吗？几年前，

我们这还是有名的‘矛盾小

区’。”李桂琴对记者说。

海韵家园小区建成于 2006
年，地处繁华市区，初上市时也

是“一房难求”。然而，随着时间

推移，小区业主与原物业公司、

业委会之间矛盾频发，2022年之
前，各级部门接到的投诉达 400
余次。

原因何在？“问题就出在物

业公司的‘暗箱操作’上。”律笛

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

佳鑫回忆，过去，物业收支不透

明、服务缩水，居民与物业矛盾

激化，物业费收缴率一度跌破

50%。
机制破冰，让物业在阳光下

运行。2022年，河北区创新推出
的“阳光物业”模式———以党建

为引领，以公开透明为重点，重

塑物业与业主的信任纽带。

在街道党工委带领下，律笛

里社区党委通过物业联席会议、

议事会、网格员入户等形式，广

泛收集并回应居民意见和建议。

在前期业委会未能充分履行职

责、任期届满后自行解散的情况

下，社区党委按楼栋推选出 39
名业主代表成立监督委员会，党

员业主代表超过半数，最终又从

39 名业主代表中选出 3 人组成
执行小组，增加执行力。

社区党委先后组织召开 6
次业主大会，将“阳光物业”核心

内容写入小区规约，物业公司选

聘由第三方公开招标，业主大会

投票选定；公共收益 70%用于设
施改造，收支明细每月公示。

如今，新选聘的物业公司不

仅完成 20 项环境提升工程，还
推出低价维修及免费帮扶老党

员、特困群众等服务。物业经理

于德坦言：“新模式让物业从‘逐

利商人’回归‘小区管家’定位，

精细的服务换来的是居民与物

业的‘双赢’。”数据显示，目前海

韵家园物业费收缴率跃升至

95%，满意度从 45%提升至 93%。
“基层治理不能只当救火队

员，得把矛盾化解机制建在群众

家门口。”鸿顺里街道党工委书

记范世东说，街道已对辖区全部

小区完成了基础调研和科学评

估，制定了具体计划和工作台

账，梳理出各小区存在的问题、

解决办法。

“物业管理小切口，撬动基

层大治理。”河北区委社会工作

部部长仲旭进一步介绍，今年将

在全区 192个小区推广“阳光物
业”模式。

“近年来，我们还依托社区、

楼宇等各级各类党群服务中心，

打造‘北岸议事会客厅’，针对群

众所需所盼，定期发布会客计

划。”河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徐玉彬介绍，通过个性化、定制

化议事会客安排，河北区邀请

“两代表一委员”、律师等为居

民、企业定期提供法律服务矛盾

调处等服务，把群众和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徐玉彬表示，河北区将持续

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组织

体系建强在群众家门口、资源力

量汇聚在百姓身边、暖心服务推

送到社区楼栋，让党建引领更有

力度、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民生

服务更有温度。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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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家门口的幸福冶从何而来
天津市河北区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见闻

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老旧城区日益面临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远

年住宅与老旧小区集中、物业管理缺位与居民自治难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如

何通过有效治理提升群众家门口的获得感、幸福感，成为摆在治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024年以来，天津市河北区积极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基层治理新任务、居民群众新

需求，扎实推进强基赋能工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群

众“家门口事”的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