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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分析：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因

此，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区既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和保障国计民生

的重要载体，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要求，“为

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必

须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增强社区

文化引领能力，增强社区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增强社区信息化

运用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可

见，加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是新时代我国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加强社区的

精细化治理要象绣花一样。

当前，我区的社区治理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随着加强党建引领下的网格化建设和街乡吹哨部门报

到以及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地，总结出王家

磨做法、广阳城经验等一大批在全市产生影响的好经验。但社

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以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为主的社会工

程，不会一蹴而就。针对当前仍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提以下几点建议：

建议：



1.加强网格化建设，充分发挥网格化的服务管理作用。我

区网格化建设启动较早，资金投入量也很大，随着网格细分的

落实，有三点亟待改进和加强。一是牵头单位不能老变，参与

单位理解、重视、配合不够，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运维成本

逐年增加，必须加以控制；二是网格员的选用与各类协管临聘

人员整合度不高，网格内监管作用发挥不到位，应加快推进这

方面的改革力度；三是社会宣传、社区教育应紧紧围绕创建国

家级文明城区加大力度，特别是在社区的宣传、教育、引导的

力度还有待加强。

2.加强智慧社区建设。智慧社区就是社区治理的“超级大

脑”。加强“一网统管”平台建设，正是为了在超大城市管理

中，解决信息分散、管理多头带来的城市治理低效与失焦的问

题，力争实现从预警到处置的闭环管理。城市治理现代化绝不

只是技术手段先进化，更需要管理模式创新、行政方式重塑、

体制机制变革。如何让城市运行更有效率、风险防范更加科学，

不能依赖于部门“各扫门前雪”、基层事事逐级上报，而要靠

关键数据的跨部门联通共用、处置突发事件的跨层级协同。经

调查，在我区的实践中，要立足于将部门间分散的系统整合统

一，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

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以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度介入打破“信息孤岛”。唯有把实战中管

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作为评判标准，才能真正从

海量数据资源中释放出城市治理效能，为城市治理带来更加持

久的推动力。



3.科技赋能破解停车难。停车看似小问题，却折射城市治

理的大学问。近年来，针对停车难这一城市社区中的老大难问

题，各地纷纷推出破解办法。从治理违停、复画车位线，到引

入科技力量、上线智慧停车，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落地正在形成

治理合力。诸如停车空间的动态显示、立体式停车楼的引入使

用、共享车位 APP 上线运营等，都展现了新技术解决“老问题”

的巨大潜能。

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停车难需要增强系统性、

前瞻性。解决好停车难等问题，是提升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能

力的一道必答题。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

系统治理格局，在解决民生难题中倒逼治理水平提升，才能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常态化疫情防控控中还应加强大数据的引入和应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而出入

证的使用是优化社区管理的重要措施，为居民健康上了一把

“安全锁”。小小出入证，治理大文章。出入证的设计理念、

使用方式，折射出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客观来看，纸质出入

证因为诸多弊端很难令人满意。面对人口流动性大、人员结构

复杂等问题，如何提高治理效能?电子出入证给我们以启发。

从电子出入证到智能语音外呼系统，从服务机器人到监控

无人机，科技不仅为治病救人插上翅膀，也为社区联防联控、

科学管理决策等基层治理命题提供了解答，让疫情防控事半功

倍。作为社区治理的阶段性措施，出入证虽是权宜之计，但电

子出入证背后的科技赋能，将助力社区治理提档升级，为居民



带来更舒心、更安心的生活。因此我们建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控中还应加强大数据的引入和应用。

5.垃圾分类需要科技加持。垃圾分类是对社区治理水平的

一次测试，也是促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契机。社区治理精细

化，不仅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科技加持。将高科技用于垃圾

分类，不是“杀鸡用牛刀”。垃圾分类看似只是改变传统的处

理办法，背后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管理人员不足、分类精准

投放率不高、垃圾外运不及时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影响着垃圾

分类的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建立。解决这些难题，固然要靠社区

工作人员、物业和志愿者等的不懈努力和贴心服务，但要系统

性地解决多头问题，实现全面精细化管理，科技的力量必不可

少。实践中，运用科技手段的最直接效益在于减少监管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好科技手段，也体现社区治理“绣花功夫”。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社区都能成为一个个神经元细

胞，共同连接成智慧城市的“大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盯着人，盯着车，盯着点儿（清运收贮），

而盯住和运用智慧社区平台运用大数据还远远不够。希望新一

届政府在执行十四五规划中加大智慧社区建设，加强大数据在

社区治理当中的运用。



关于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作为承办主负责单位，高度重视，协同区住建委、

交通局、城市管理委、城指中心、房山交通支队、房山公安分

局、经信局等会办单位认真研究，形成办理报告。根据提案建

议及市、区社区治理精神，各部门按照工作职能，积极开展相

关工作：

一、区民政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加强统筹协调，深化街道工作改革任务，研究起草《2022

年全区街道工作重点任务清单》并印发街道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开展议事协商活动，解决居民集中反映的治理问题，建立示范

点位，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热情。部署城乡社区示范点推广

任务，开展“月月有协商、人人会协商”活动。扎实开展社区

减负增效，巩固社区减负成果，将西潞街道海逸半岛社区作为

市级监测点。加强乡村自治队伍规范管理，结合实际，制定《房

山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专项规范行动方案》，开展完善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宣传展示活动，在全区范围下发《关于完善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做好“全国先进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和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推荐工作。成立垃圾分类工作

专班，确定试点社区，积极做好垃圾分类知识和政策宣传工作，

联合 10 家社会工作机构共同开展“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



志愿服务项目。

二、区住建委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坚持党建引领，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建立健全区、

街（乡）、社区三级物业管理体系。定期召开物业服务管理工

作联席会议，推广党建引领下的“基础保障”、“规范提升”、“示

范引领”三类社区化物业管理模式，解决群众物业管理诉求问

题。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房山区物业管理提升及试点工作的实施

方案。规范业委会、业主大会的运行和监管。推广北京业主 APP

使用，规范、便捷业主大会的成立召开。

三、区交通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将停车纳入网格化管理

范畴，确定监督、管理人员，建立居住停车机制，开展停车自

治和停车泊位共享、挖潜、新增等工作。破解小区停车难问题，

建设完成稻田惠民停车场等 4 处停车场，新增车位 1847 个。

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信息报送及经营性停车设施备案

管理办法》，居住小区停车场属于专用停车场，无需办理经营

性备案手续，按照国家及物业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四、区城市管理委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已建成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包含了全品

类垃圾的源头收集、运输、末端处理等全流程环节，截止目前，

全区已有 275 辆垃圾收运车辆、12 座垃圾处理设施实时纳入区

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在线运行，7569 个垃

圾桶安装了身份识别码，实现精细化管理。

五、区城指管理中心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不断推进“创城+热线+网

格”联动创建。将热线网格联动助推文明城区创建写入《2022

年房山区接诉即办改革工作要点》。共享运用网格划分成果，

成立区级工作专班，划定一级网格 1 个，为区界；划定二级网

格 28 个，为乡镇街道界；划定三级网格 659 个，为村社区界；

划定四级单元网格 14032 个，数量全市第一，同时明确了各网

格的管理责任主体。强化网格员作用，运用“七个主动”工作

职责，不断深化“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里”

的网格治理模式。

六、房山交通支队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重点加大执法力度，建立长效机制，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压实属地责任。加强违法停车整治力度，围绕停车难、静

态交通违法反弹较为突出点位及道路，强力开展违法整治。推

动停车资源共享，通过采取居民区、写字楼等停车设施向社会

有偿开放，缓解区域停车难问题，同时增设新的停车位，停车

需求大的地区建设“P+R”停车场。

七、房山公安分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在全区住宅小区、村庄、平房院落等区域开展“智慧平安

小区”建设。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财政评审及

施工招投标工作，现处于施工实施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

152 个小区（村）的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工作，并全部投入使用，

通过建设“前端设备布建、数据传输汇聚、分析研判应用”三

大内容，实现“大幅提升社区安全防范能力、提高服务居民群

众水平、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效果。



八、区经信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2022 年我区启动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规划工作，对标北京

市智慧总体规划建设，列明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作为落实相

关工作的依据。加强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汇聚与共享，提升

数据支撑城市管理和社区管理服务能力。目前我区大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已经完成，今年将启动全区政务信息系统安全入云工

作，实现数据汇聚共享，为城市管理和社区服务提供数据资源

支撑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