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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选配一批对群众有感情、对治理有热情、对工作有激情的

居民党员骨干担任“红色小管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和美家园·
社区聚焦·打造基层治理“红色引擎”⑤

社区“小管家”居民贴心人

·街谈巷议·

■ 本报见习记者 班慧

近日，记者走进天长市千秋街道长

泰社区上城风景小区，道路干净整洁，

景观优美，居民三三两两聚在小区中央

的广场上晒太阳、聊天，一片安宁祥和。

很难想到，几年前，这里曾因为开

发商经营管理不善，小区部分楼盘烂尾

停工，导致群众信访不断。

为 什 么 会 有 如 此 之 大 的 变 化 ？

2019 年 6 月，在街道大工委和长泰社区

联合党委的支持下，小区按照“有能力、

有威望、有公心、有热情”的“四有”标准

摸排人选，先后成立小区党支部和业主

委员会，开展“红色物业”工作，通过党

建引领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排查化解基

层矛盾。推行“1+5+N”工作机制，多方

参与，协商共治。由小区党支部牵头，

在党群之家、邻里议事亭定期召开三方

议事会，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老

党 员 、老 干 部 作 用 ，开 展 特 色 调 解 工

作。同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引导相

关部门介入，通过矛盾联调、问题联治、

服务联动，耐心细致地做好矛盾的疏导

转化。此外，社区联合党委持续开展在

职党员进小区活动，收集反馈小区问

题，并每季度对物业进行监督打分。

在“红色物业”工作的持续努力下，

小区内健身器材、晾衣架、机动车自动

识别系统、电动车停车棚和充电桩等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2022 年以来，共解决

小区乱停乱放、占用应急车道、私设地

桩锁、飞线充电等问题 20余件。

“老大难”问题逐一解决，业主的

生活环境日渐变好，邻里关系也日益

和谐。长泰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雪梅表

示，通过对“红色物业”工作的不断探

索，上城风景小区基本实现了“小事不

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已经成为全

市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 的 示 范 小 区 。

2020 年，上城风景小区摇身一变，从问

题小区转变为天长市示范小区。2022

年 10 月被评为我省首批“皖美红色物

业”示范小区。

“红色物业”为居民幸福“加码”

■ 本报记者 李浩

“十几年的问题，用一个月解决了，

这多亏了县里领导的会商帮助。”日前，

涡阳县居民蒋某某感激地说。

蒋 某 某 的 信 访 事 项 时 间 跨 度 长、

涉 及 部 门 多 ，化 解 难 度 大 ，10 多 年 来

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对于这一久拖未

决 、政 策 不 明 晰 、存 在 分 歧 争 议 的 特

殊 疑 难 信 访 事 项 ，按 照“ 三 到 位 一 处

理 要 求 ”，涡 阳 县 信 访 局 党 支 部 多 次

实地查看、到信访群众家中说理拉事

聊家常，做好“3+X”会商化解前期基

础 工 作 ，然 后 由 县 委 副 书 记 、县 委 政

法委书记、分管副县长 3 人牵头，会同

包案县领导、属事属地单位及相关责

任单位共同会商化解，最终推动问题

妥善解决。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涡

阳县信访局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一改两

为五做到”要求，加强“党建+信访”工

作机制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2022 年以来，涡阳县

完善党建考核信访机制，优化干部队

伍，对于“于法无据、于情有理”疑难信

访事项，做到多方会商、多元化解、把脉

问诊，优化“3+X”会商化解机制。截至

目前，已通过“3+X”会商化解疑难信访

事项 87件。

涡阳县信访局始终坚持把信访群

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开展“昼

访夜谈”，变群众“上访”为党员干部“下

访”，主动与信访群众“零距离”接触，倾

听心声、答疑解惑、帮扶解困、化解诉

求。去年以来，涡阳县信访局党支部利

用晚上休息时间开展夜谈 20 余次，通

过耐心细致工作，20 余件信访事项得到

全部化解。

在化解一起长达 40 余年的涉法涉

诉信访事项时，涡阳县信访局在局党支

部书记的带领下，多次利用晚上的时

间，深入一位 80 多岁的信访户家中促

膝长谈，当面把法律讲明、事理讲清、情

理讲透，该信访户最终主动息访。

“党建+信访”“信访”变“信任”

■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吕昂

“楼道里的线路经过整治后，美观

又整洁，大大消除了安全隐患，家门口

的忆川巷还成了网红打卡地呢！”见到

前来回访的郎溪县郎步街道纪工委工

作人员，家住中港社区的龚大爷高兴地

介绍说。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密集，道路坑

坑洼洼，环境又脏又差……”龚大爷居

住的郎溪县地税局宿舍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曾是设施陈旧、缺乏管理的典型

脏乱差小区。

如今，改造后的宿舍楼周边道路平

坦、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小区外的忆川

巷更是借助主题墙绘向来往行人展示

着手工红薯粉条制作技艺、傩面具等当

地民俗文化，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拍照

打卡。

郎溪县地税局宿舍居民们的“烦心

事”能够迅速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得

益 于 该 县 监 督 一 体 化 工 作 的 全 面 推

进。在了解居民反映的问题后，郎溪县

纪委监委督促郎溪县住建局、郎步街道

等有关单位实地查看情况。在各方的

努力下，明确该问题由郎步街道、郎溪

县住建局负责具体办理，并将郎溪县地

税局宿舍和忆川巷改造列入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在郎溪县纪

委监委的跟进协调指导下，街道纪工委

及社区压实责任，积极想办法推进改造

进度，实现了老旧小区和背街巷道破旧

立新华丽“蝶变”。

2022年以来，郎溪县纪委监委切实把

开展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监

督检查列入重点工作内容，持续加强城市

精细化治理水平，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

责定位，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持续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有

力推动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

进度，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截至目前，

该县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建筑面积

9.43万平方米，改造户数1193户。

“民心所向，政之所在。老旧小区

改造关系到城市功能和品质的提升，更

关系到千家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检查，督促

职能部门及时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助力为群众营造更加安全、宜居的

生活环境。”郎溪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监督一体化 小区换新颜

■ 本报通讯员 周梦颖

“门口槽沟工程尽快开工”“当家塘

急需清淤”“村民活动中心健身器材需

要尽快完成配套”……日前，在望江县

鸦滩镇望马楼村人大代表工作站举行

的“村组通气会”上，村民代表们你一言

我一语，谈想法、提意见、说建议。

参加“村组通气会”的人员有群众

代表、村“两委”干部，以及市县人大代

表。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村里进

行梳理后，形成问题清单，进行清单化

闭环管理解决。村镇解决不了的，由市

县人大代表作为“代言人”向上反映，力

争得到妥善处置。

近 1 个月来，安庆市、望江县人大

代表下沉入村，已召开了 23 场“村组通

气会”，接待全村 156 位村民代表，大家

提出了涉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土地纠纷等 13

类问题、总计 189 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

项。目前，已通过实地走访，集聚合力，

推动解决 40余项具体问题事项。

望 马 楼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陈 松 应 介

绍，“村组通气会”就是把老百姓邀请

过来，让他们毫无保留地提意见、说看

法，大事小事都让他们参与，推动民生

实事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以

“民声”为哨，解决好群众关切的民生

问题，使“民声”与“民生”相呼，“民主”

与“民心”相印，提升群众共建共治共

享的积极性。

下沉听“民声”聚力惠民生

■ 殷 骁

2022 年以来，万余名“红色小

管 家 ”活 跃 在 合 肥 市 社 区 疫 情 防

控 、文 明 创 建 、矛 盾 调 处 、平 安 建

设 以 及 反 映 民 意 等 各 项 工 作 中 ，

成 为 居 民 贴 心 人 、社 区 工 作 者 的

好帮手。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长期性、复

杂性，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与群众

广泛参与结合起来，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群众利益

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层

社会治理离不开群众，必须充分调

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通过提升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意识，进一步拓展治理的广度、幅

度和深度。

“红色小管家”实现了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是党员、

是居民，许多人入党多年，政治素

质过硬，长期热衷于服务邻里、帮

助处理社区事务，对身边事、身边

人都很熟悉，这就填补了社区工作

人员人数有限、任务较重，难以及

时处理一些社区事务的短板。“红

色小管家”扎根自身小区，能发现

小区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日常环境

中需要改善的问题，邻居们发生小

矛盾、小纠纷，他们也能发挥“大家

长”作用，及时劝阻调解，让矛盾化

解在楼栋和小区内。

小 区 热 心 人 是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的宝贵财富，需要重视、挖掘和

引导。如今，合肥市配备“红色小

管家”，无疑让热心居民在服务居

民过程中更有底气、激情和干劲。

由此形成“小区党建指导员+党组

织书记+红色小管家”的小区治理

体系，将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力度。

为切实让“红色小管家”发挥

作 用 ，相 关 方 面 应 发 掘 更 多 有 热

情、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党员居民，加强对“红色小

管家”培训力度，帮助他们掌握方

式 方 法 、提 高 工 作 技 巧 。 对 优 秀

“ 红 色 小 管 家 ”要 予 以 奖 励 ，激 发

其 内 生 动 力 ，并 在 居 民 中 形 成 见

贤 思 齐 、择 善 而 从 的 良 好 氛 围 。

同时，小区党建指导员、党组织成

员 和 社 区 工 作 者 要 凝 心 聚 力 ，引

导、支持“红色小管家”工作，让群

众 参 与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更 有 力 度 、

更有保障。

为基层社会治理添活力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 本报记者 殷骁

激活社区“红细胞”

“王阿姨，社区现在为 65 周岁以

上 老 人 免 费 发 放 退 烧 药 ，您 年 纪 大

了，腿脚也不方便，我一会把药给你

送过去啊。”近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

街道“红色小管家”孙自平主动报名

成为送药小分队成员，挨个给辖区行

动不便的老人打电话，送药上门。

“我们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多

亏‘ 红 色 小 管 家 ’，什 么 事 都 想 着 我

们！”家住光明小区的王奶奶接过孙

自平送来的退烧药后欣慰地说。

58 岁的孙自平是拥有 26 年党龄

的老党员，过去在社区工作，也是社

区远近闻名的“热心肠”。退休后，孙

自平充分发挥社区干部的熟人优势

和经验优势，在名君家园小区开展疫

情防控、化解邻里纠纷、维护小区治

安等工作。2022 年，孙自平担任了社

区“红色小管家”，继续在社区事务中

发挥余热。很多居民都说“谁遇到难

事，找孙大妈准没错！”

“街道让我当‘红色小管家’，正

好契合我的退休规划，所以我当即就

答应了。”孙自平说。

“ 以 孙 自 平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老 党

员，熟悉党的方针政策、视野宽阔、协

调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让他们担

任‘红色小管家’，成为社区党建‘穿

线人’，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

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郑

林告诉记者。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荷塘社

区 金 荷 苑 小 区 是 老 旧 回 迁 小 区 ，老

年人较多，但是，小区内缺少老人休

息 场 地 ，一 些 老 年 居 民 及 其 子 女 多

次 反 映 这 一 问 题 。“ 红 色 小 管 家 ”牛

萍汇总大家意见建议后向小区党支

部 反 映 。 在 小 区 党 组 织 协 调 推 动

下，前不久，荷塘社区相关部门在小

区同心广场周边安装了 10 余个便民

座椅。

牛萍是一名老党员，2022 年成为

金荷苑小区“红色小管家”，并发动小

区党员、群众成立了“红石榴籽”志愿

综合服务队。“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

现在哪里！”牛萍说。

针对占道停车、飞线充电、随意

晾晒等不文明现象，牛萍带领志愿服

务 队 队 员 发 起“ 四 色 纸 ”提 醒 单 行

动。居民如果连续 4 次收到红色提示

单且仍不改正，志愿服务队将会与社

区、物业人员一起督促其整改。通过

“四色纸”提醒单，小区内不文明现象

大幅减少，更整洁有序。

完善机制提效能

“很多居民反映小区健身器材时

间太长，存在安全问题，没有孩子玩

的 器 材 和 场 地 、没 有 像 样 的 跑 道 等

等，已将问题反映给社区。”

“上次供水改造后，高层水压跟

不上，无法正常使用——经社区、物

业协调，供水公司陆续更换了高层原

配件。”

……

翻开合肥市瑶海区“红色小管家”

丁瑞的民情日记，密密麻麻、条分缕

析，黑色笔墨记录问题、红色笔墨记录

结果。像这样详细记录问题和解决方

法的民情日记是瑶海区“红色小管家”

的“标配”。

2022年，瑶海区把打造“红色小管

家”群众自治队伍作为基层治理“源头

活水”工程，构建“红色小管家”选育管

用工作机制，延伸党的工作手臂，让

“红色小管家”带动群众自治，打破基

层治理中党组织唱“独角戏”局面。

“我们从群众中招募‘红色小管

家’。以自愿为前提，通过党员报名、

网格员推荐、小区党组织初审、社区党

组织复审、街道党工委任命等程序，择

优选配对群众有感情、对治理有热情、

对工作有激情的居民党员骨干担任

‘红色小管家’。”瑶海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2022 年 ，该 区 从 65 周

岁以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党员中

择 优 招 募 1053 名“ 红 色 小 管 家 ”，确

保每 500 户居民配备 2 名“红色小管

家”。同时，在小区楼栋张贴公示牌，

公示“红色小管家”照片、联系方式及

工 作 职 责 等 内 容 ，让 他 们 主 动 亮 身

份、亮职责。

为把“源头活水”引入“治理责任

田”，瑶海区创新推行“123”管家工作

法：记录好“一个民情日记本”；实现好

“两个关键信息群众都知道”（即小区

党 支 部 书 记 是 谁 、“ 红 色 小 管 家 ”是

谁）；做好“三个数据一口清”，即巡访

范围户数、重点户特困户数、“日周月”

巡访次数。

瑶海区 1053 名“红色小管家”不

仅有固定办公地点，还挂牌履职、亮

出身份、公开电话，代表小区党组织

抓小区治理，接受组织指导评价和群

众监督评议。为用好用活“红色小管

家”，瑶海区制定“巡查—反馈—协调

— 处 置 — 督 查 — 销 号 ”六 步 工 作 流

程，健全问题处理闭环机制，治理效

能持续提升。

活跃在瑶海区各小区的“红色小

管家”们，积极亮身份、亮职责、亮服

务，切实了解群众需求和困难，为社

区和群众之间架起沟通桥梁，为基层

治理注入红色力量和新活力。“‘红色

小管家’就住在小区里，上门快、解决

问题也快。”和平路街道一名居民说。

练好内功强本领

为帮助“红色小管家”缩短上岗

“磨合期”，尽快融入小区治理工作，合

肥市高新区 24 个社区举办 33 场“红色

小管家”聘任仪式暨业务培训会，制定

工作职责清单，明确“红色小管家”工

作职责，聚焦“日常巡查走访、收集社

情民意、配合疫情防控、开展文明创

建”等工作，建立 47 个工作台账，做到

每日、每周、每月均有走访记录，建立

底数、需求和服务等 3个清单。

高新区相关部门组建 81 个帮带

小组，广泛开展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 老 带 新 ”“ 传 帮 带 ”活 动 ，坚 持 干 中

学、学中干，提升“红色小管家”业务

能力。制定“红色小管家”考核管理

办法，将收集信息、参与志愿服务、化

解邻里纠纷等纳入考核范围，推动形

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

正确导向。

“怎么宣传介绍党的方针政策、

怎么与居民交谈、怎么安抚居民，这

些问题需要技巧，要注意工作方式。”

参加培训后，高新区兴园南区“红色

小管家”汤道义有感而发。

西园街道在居民党员中招募了

有能力、肯担当、善作为的 56 名居民

党员担任首批“红色小管家”，自 2022

年 9 月 5 日起正式上岗，已完成第一

季度考核，大部分“红色小管家”均为

考核称职。截至目前，该街道“红色

小管家”已收集并自行解决问题 300

余条，通过小区党组织牵头议事协调

解决问题 30余件。

西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郑林介绍，西园街道 2023 年计划

按每 500 户配备 2 名“红色小管家”的

标准，配齐 124 名红色小管家，现正摸

底宣传。后期将统一培训“红色小管

家”并定期考核。同时，为他们配备红

色马甲、工作证、民情记录簿、联系卡

等。全面推行“有事专找小管家”工作

法，督促指导“红色小管家”建立工作

台账，按“三亮一做”要求，在小区、楼

栋公示栏上，及时更新完善信息，方便

居民联系和监督“红色小管家”。

为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合肥

市提出，将小区内“两代表一委员”、在

职党员、离退休党员、居民骨干、物业

公司优秀党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送餐

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吸纳为

兼职小管家。常态化选派退出领导岗

位干部到所在社区担任基层治理指导

员。依托小区小管家、基层治理指导

员，共同做好服务群众、矛盾调处、疫

情防控、平安建设、文明创建等小区治

理各项工作，让党员群众成为基层治

理主角，第一时间服务居民群众，第一

时间调解邻里纠纷，第一时间排查矛

盾隐患。2022 年，该市有 1 万余名“红

色小管家”投入社区治理。

近日，合

肥 市 西 园 街

道 光 明 社 区

“ 红 色 小 管

家”为辖区 65

岁 以 上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年

人 入 户 送 健

康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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