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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西山区广福小区社区是

一个集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住宅、

商贸等功能为一体的典型城市社区。

面对群众需求多样、社区资源有限等

困难，社区党组织以城市基层党建为

切入点，通过党建融入发展、组织融

入区域、教育融入活动、管理融入网

格、治理融入服务“五个融入”，有

效提升了社区党建工作和为民服务水

平，构建起以红色广福、协同广福、

能人广福、便民广福、熟人广福为内

容的“五福”社区。

党建融入发展，创建“红色广

福”。2018年“七一”前夕，社区党

支部与驻区单位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联合开展“邮说中共党史”活动。驻

区单位老党员以一张张小邮票为切入

点，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为社

区党员送上一堂生动的党课。

广福小区社区党支部结合每月一

次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联合辖区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文化讲座等活动，

让辖区单位的党员在社区建设发展中

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让辖区群众切

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组织融入区域，创建协同广福。

云南省委组织部将插甸新鲜蔬菜引进

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买到新鲜的无

公害蔬菜；昆明市粮食局为居民讲授

如何区分真假粮油；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讲解如何生活更节能……

社区党支部与中国移动云南分

公司、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昆明市粮

食局等驻区单位签订共驻共建协议，

共抓组织建设、共建服务阵地、共搭

服务平台、开展文明建设，有效加强

了党建资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

集约利用。区域内形成社区党组织牵

头，驻社区单位党组织有效协同，党

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协调联动机制。

教育融入活动，创建能人广福。

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

务群众是社区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广

福小区社区充分挖掘群众的潜力，实

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社区建立人才培育基地、社区

大学、社区公共文化学校等项目，形

成从社区居民中发现能人，由能人牵

头推行服务项目、开展居民活动的长

效机制。社区居民王凡凡是一名来自

东北的“剪纸达人”，随子女来到昆

明后，一度觉得非常孤单。通过参加

社区公共文化学校培训，她结交了很

多朋友，还主动提出可以担任社区手

工班的老师，现在她成为社区公共文

化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在广福

社区公共文化学校，像王凡凡这样的

“居民老师”还有许多。在“社区能

人”的牵头下，社区开设了舞蹈、智

能手机使用培训等9门课程，登记学员

400多人，极大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

管理融入网格，创建便民广福。

健全“社区党支部—党员网格区域—

党员单元楼栋—党员中心户”四级党

建网络体系，打通了社情民意的收集

办理反馈渠道，做到社区情况、居民

情况、群众诉求、矛盾问题“四个清

楚”。社区每年收集社情民意2000余

条，处理结果满意率达96%以上。

依托线上“互联网+基层党建”QQ

群、微信群、微信服务号、综合服务

平台等，进一步健全完善便民利民的

服务体系；线下9个便民服务窗口为居

民提供20余项便捷服务。800多名志愿

者可为居民提供环保、法律等上百项

志愿服务，86名楼栋长全天候为居民

提供贴心服务。

治理融入服务，创建熟人广福。

社区党支部牵头引入绿砖瓦城乡社区

服务中心，依托专业的社会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等。社区培育了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社区商户协会、社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社区书法协会、

阅读协会等组织，累计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1300余场次，既搭建了居民

发挥作用的平台，又增加了居民与社

区日常联系的“黏性”，引导居民走

出“小家”，共建“大家”。

居住在社区的李阿姨曾经身患风

湿疾病卧床8年，2015年社区公共文化

学校开办后，她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还把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与社区里

身患慢性病的老人们分享。50至60岁

的巾帼志愿者们利用空余时间走进高

龄独居老人家中，陪老人聊天、收拾

卫生，邻居慢慢熟悉起来，熟人社区

的氛围越来越浓。

广福小区社区以融入式党建为引

领创建“五福”社区，先后获得“全

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云南省

科普示范社区”“昆明市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示范点”“昆明市民主法治示

范社区”等荣誉称号，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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