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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添活力
昆明市

官渡区采取 O2O 模式，构建党务政务管理于一体的
党建大数据平台；五华区通过建设联合大党委、城市党建
示范圈、党建联盟体等形式，构建党组织与社会协调互助
机制……近年来，昆明市积极探索，强化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打基础：发挥社区“细胞”功能

五华区翠湖社区联合党委书记马杰介绍，该社区通过将辖区派出

所党员片警选为社区副书记、建立楼栋长制度等措施，组建起一支以

党组织书记和党小组组长划片包干，楼栋长积极发挥作用的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以这支队伍为核心，社区构建起联合党委，与辖区内 20

多家省级党政部门、企业、大学、医院等单位建立党建联合体，各方

充分发挥职能职责，有效推动社区基层治理。

社区是最基础的城市“细胞”。在社区党建工作中，昆明市坚持

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资源下沉，进一步建强社区党组织。通过下放

小区微改造、志愿服务经费和规划建设建议权、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审

核建议权、文明单位创建推荐权、综治维稳一票否决权等职权，让街

道社区掌握更多的事权和职权，从而激发了社区活力，强化了社区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话语权”。

另外，昆明市加大投入力度，2014 年以来累计投入 2.2 亿元专项

资金，新建社区党组织活动场所 56 个、修缮和整改提升 107 个，并

按每个社区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的标准，保障其工作经费。在社区干

部待遇上，5个主城区社区党组织书记每月补贴已增加至3100元左右，

对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并登记注册的社区干部每月还给予 200 至 250

元补贴，同时探索“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享受副科级干部工资待遇

的政策。

抓重点：实现区域党建一体化

五华区大观街道党工委不仅有辖区企业共同

参与成立的“社会协同发展中心党总支”，还有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共同搭建的“党建联

席会”，由一批高校专家教授、离退休老干部、

群众代表等组成的“党建之友智囊团”等新型社

区党组织。这些党组织按照各自的专长，积极为

群众服务、为街道建设出力献策。五华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李琼梅介绍，这是五华区推进翠湖党建

示范圈建设的具体举措，有效促进了区域党建一

体化。

据了解，五华区通过将翠湖周边划分为四大

区块，分别构建由大企业、院校参与的党建联盟、

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为主的企业党建联合体、以

政府机关和街道社区共同搭建的党建联席会制度、

小区楼栋组成的党建联合体。通过区块划分，形

成区域党建分级管理、一体运作模式。

截至目前，昆明市在五个主城区共成立 45 个

街道区域化党建联合体、256 个社区“大党委”，

吸纳了 1575 家驻区单位加入。通过结对共建、交

叉任职、挂钩联系等措施，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

各类党组织党员联管、组织联动、活动联抓、资

源联用、服务联办。

展外延：引领新经济健康发展

民族风的列车休闲吧、红色图书长廊、百年

前的滇越铁路老照片、社区便民服务“月台”……

在盘龙区奥斯迪购物广场附近，有一个既能观光

又能办事的党建文化主题公园。这是盘龙区依托

楼宇物业、商圈、企业构建党组织联合体的成果

展现。

“各类新兴组织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我们着力推动商务

楼宇、产业园区、商圈市场党建工作全覆盖，引

领新经济形态健康发展。”昆明市委组织部组织

二处副处长唐丹表示，昆明市依托物业公司、楼

宇产权单位，根据入驻单位规模和党员数量，单

独或联合建立楼宇党组织，让组织向楼宇内延伸。

比如，五华区护国街道就投入 300 多万元专项资

金建成了 2000 平方米的楼宇党群服务中心，为楼

宇内的企业和组织提供党务、政务、商务等综合

性服务。

昆明市还依托街道党工委或市场管理部门党

组织，采取联合党委等形式，把工作力量拓展延

伸至辖区商圈、市场内所有商家、店铺，形成“商

圈 + 党组织 + 企业（商户）”党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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