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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的现代化治理迫切要求不断提升产业社区发展治理水平，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格局。

成都市西园街道的经验值得借鉴，但仍需要在自治、共治和法治等方面健全实现机制，为产业发展和社区和谐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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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社区，主要是指以现代工业、服务业以及新

兴产业公司企业等广泛聚集而形成的都市综合体。与传统

居民社区不同，产业社区的居民是以企业为主，治理主体

涉及党委、政府、物管公司和公司企业等方面，治理方式

要兼顾工业园区和社区治理的一般要求，积极构建“多元

共治共享”的现代产业社区治理新格局。

一、西园街道产业社区治理基本做法
近年来，西园街道紧扣产业社区发展治理中心工作，

以“建设新型街道，服务产业发展”为指导思想，建立条

块结合、点面相融、“立体化”基层治理板块布局，形成

以西园街道“大党建”为根、以云党委为干、以 16 小时

党委为枝、以“群团 + 统战”工作为叶，编织西园产业社

区党建引领新体系。

（1）构建“16 小时党委”产业社区大党建格局。其

一是创新党员管理“大融合”机制，成立“16小时党委”。

集优统筹产业社区党员在企业工作“8 小时以外”的社区

生活，破解“双区”服务难题，形成人人参与、群防群治、

覆盖全域、服务全域的城市产业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其

二是“四个维度”构筑产业园区基层党建平台，深入推进“先

锋西园”建设。以“16小时党委”下属 5个党支部为载体，

着力实施党建 + 管理、党建 + 服务、党建 + 公益、党建 +

双创，开展组团式、订单式服务，搭建党员“8小时以外”

党建先锋示范岗，形成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的“四

社互动”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新业态。其三是搭建党员

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平台，深入推进“和谐西园”建设。

推行“党建 + 志愿服务”积分存折活动，鼓励社区党员亮

身份明职责，亮承诺比奉献，通过“击鼓传花”方式，让

志愿服务更“接地气”。其四是致力绿色公益行动，深入

推进“美丽西园”建设。以“星辰 •心愿”党支部为载体，

围绕共同参与重大产业社区治理、服务产业员工和党员为

核心，倡导全域增绿行动，通过创建培育“党员义工孵化器”

项目，着力打造“社区党建志愿服务实践”基地，聚合群

众力量“挑大梁”，引领社区形成环保共建共治共享的生

态氛围。其五是着眼“植根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幸

福西园”建设。以“西园夜话——产业社区发展治理大讲堂”

为载体，聚焦街道主责主业，创新“党性+”教育培训课程，

通过完善党课展示环节，将党课学习与业务开展紧密融合，

提质党建服务成效，从而搭建起了党员与群众、党员与社

区、党员与政府之间的诉求沟通桥梁，切实提高员工居民

幸福感和获得感。

（2）大力培育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其一是探索实践“党

建+共建”物管模式。按照“党建搭台、社区共建”的思路，

厘清社工站、企业主体和物业公司等三方职责，实现社工

站由管理公寓园区内部事务和保姆式服务富士康，向管理

属地范围事务和普惠式服务属地企事业单位转变，进一步

夯实产业社区共治基础。其二是匹配落实经费保障。按照

“渠道不变、集中投入、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

通过强化“16 小时党委”的“轴心公转”作用，探寻“民

意最大公约数”，聚力优化经费适用范围，实现产业社区

发展治理经费使用效能大提升。其三是加强共治团队建设。

创新“三长队伍”管理模式，即“社工站苑落长→宿管楼

栋长→员工楼层长”，引导“三长”承担起 5 项社会治理

职责，进一步推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目标，构建起“全员参与、共同管理、邻里服务”

的社区治理大服务格局。其四是创新共治议事平台。构建

“政府指导、企业协同、社区参与”的“西园邻客”产业

社区和谐共建理事会，通过发挥企业、居民协商议事作用，

形成多方联动，积极推进社区公共事务民主协商，实现产

业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民主监督管理。

（3）增强产业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其一是全域实施“党

建服务”工程，以“区域统领、两新融合、社区服务”为

抓手，建立“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市场配置”

产业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大体系，贴近产业员工文化需求，

开展定制无差别化的文体服务产品。其二是创新社区卫生

服务模式，利用产业服务“云党委”资源整合平台，成功

打造国内首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层面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促

进服务场馆——“青年压力管理中心”，组织深入产业社区、

企业联姻共建“健康驿站”，探索“互联网 +”分级诊疗

模式，建设成都“健康园区”的样板工程。其三是推进社

区治理精细化服务，以建设“友情社区”为主线，聚焦基

层组织人文关怀，建立产业社区“幸福驿站”，配备电饭煲、

微波炉、缝纫机、甩干机等常用设备，免费为产业员工提

供多样化日常生活便民服务，全力解决公寓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和集体宿舍生活管理制度相矛盾问题，从不同角度以

不同方式切实增强产业社区居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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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共同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治理的基本路径。在产业社区治理过程中，基于产业发展

的特殊因素和规律，要更加注重“社会协同”这个环节，

特别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协会、商会、联谊会、兴趣小组

及各种论坛等自治团体或形式的积极作用，以社会自治组

织或活动形式为纽带，提高体制内外的互动效能，不断提

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现代治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园区企

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其四，健全促进产业社区发展治理

的制度体系是保障。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健全产业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体系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一方面，健全自上而下关于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的法

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实施机制，让上级的制度精神真正发

挥其应有的“保驾护航”功能；另一方面，健全符合本地

实际的促进和特殊保障机制，以制度方式为产业企业排忧

解难，以制度方式厘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

社区等之间的权力界限，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以政府

治理法治化保障和推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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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产业社区发展治理对策建议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

化、智能化、法治化，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

认识，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

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 显而易见，产业社区治

理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积极动员、多元参与和

协商共治，又需要尊重治理规律和强化治理的制度保障，

不断提升产业社区发展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从产业社区发展和治理的趋势来看，我们需要特别抓

好“一核三治”，即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核心，在党的领导

下构建“自治—共治—法治”的治理新格局。其一，坚持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搞好产业社区健康

发展和有效治理的最根本保证。越是到基层，越要特别重

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越是牢固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加

强党的建设，企业越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其二，提高产业

企业的自治能力是基础。自治，既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

能力，考验的是自治主体的现代意识和民主素养，尤其是

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参与水平。自治的前提是广泛

的参与和热情的支持，在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到位之

前，这些恐怕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与

产业企业居民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必不可少。其三，构建

多元互动的共治格局是关键。新的历史形势下，构建“党

气温的不断升高，通过蒸发返还于大气之中，对周围地区

气候的剧烈变化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

节局部地区的小气候，因此具有较大流域面积的旺起镇湖

滨湿地在增加吉林局部地区的空气湿度、调节气温以及降

低大气含尘量等气候调节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4）充分发挥其文化服务功能。旺起镇湖滨人工湿

地以宽广的河流水文景观为主，丰富的湿地生物景观和人

文景观镶嵌互补，形成了一个优美和谐的湿地风景资源体

系，从而为市民提供了文化服务功能。生态堤坝气势恢宏，

坚固雄伟，堤坝内形成的人工湿地漫滩宽阔，水草丛生，

灌丛、草地、水域、滩涂镶嵌分布，怡静的水光山色，充

满大自然的生机与野趣，别有一番江南水乡情调。回转渠

河流蜿蜒曲折，水面开阔，最宽处近 80 米，河岸两侧低

山丘陵绵延起伏，形成了山畔清波、水依青黛的湿地景观。

漫步于湿地之中，眼前浮现的是一片如烟似雾、若梦若幻

的风物水色，望河水潺潺、鸭戏鸥飞、莺歌鹭舞，听青蛙

亮嗓、鱼儿呢喃、白鹅弄波，徜徉于接天莲叶、碧波苇影、

飘香芳草，穿行于弯弯水路、网箱水墨，让人如痴如醉、

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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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3 页）湖流域水资源，削减污染负荷，旺起湿

地项目还完善了旺起镇镇区污水收集管网并新建污水处理

设施一处，采用调节池、SBR 池、中间水池、出水池、絮

凝沉淀池、消毒等单元过程对镇区生活污水进行有效处理，

设计日处理污水规模 400m3。建设人工湿地一处，采用“回

转式沟渠湿地 + 近自然湖滨湿地 + 生态塘”的水处理模式

对旺起镇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及漂尔河、杨家沟河水进行处

理，设计水处理规模为 28万 m3/d，设计出水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要求，

试点项目工程已逐步成为吉林省“水污染治理的典范”。

（2）充分发挥其供给服务功能。湿地的供给服务功

能主要表现在生物栖息地供给功能上面。旺起镇湖滨湿地

曾经由于受到污染河水、不合理开垦引起的水土流失等影

响，导致湿地的自然生态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自然

景观破碎，湿地植被大量减少，生物栖息地受到破坏，物

种多样性减少。自旺起湿地项目正式建成以后，通过种植

不同种类植物，并结合地形、水力条件构造出不同的生态

环境，恢复了湖滨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改善了湖

滨生态系统。物种的多样性和珍贵性使旺起湿地成为一个

珍贵的遗传多样性的自然陈列馆和基因库，由此向四周辐

射，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对

吉林地域生态建设最有效的支持。

（3）充分发挥其大气调节功能。国内学者曾经指出：

“由于在湿地环境中，微生物活动较弱，土壤吸收和释放

二氧化碳十分缓慢，所以形成了富含有机质的湿地土壤和

泥炭层，起到了固定碳的作用。” 湿地在稳定全球气候

变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另外，湿地保持的水分在干旱季节会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