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计推动200余个社区中心建设

2月26日，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了以首善标准建设“文明”“活力”“宜居”
“平安”四个街道的工作目标。 同时从强化街道统筹辖区发展的中枢作用出发，以“明确街道职责定位，强化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城市
管理、社会治理四项职能和激励保障措施”作为贯穿文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街道体制改革、保障和改
善民生、街区更新、社区治理和保障机制六个方面，提出30条改革措施。 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住建
委、市城管委、市商务局、市政务服务局、市城管执法局等有关单位分别介绍了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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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举措】
明确街道四方面职能

《意见》 明确， 街道是代表
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关， 对辖区
党的建设 、 公共服务 、 城市管
理、 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行使综合
管理职能， 对辖区内地区性、 社
会性、 群众性工作负总责。 为实
现这一职能定位， 必须着力提升
街道统筹能力、 服务能力、 管理
能力和动员能力 “四个能力” 建
设。 要向街道赋予 “六权”， 包
括辖区设施规划编制、 建设和验
收参与权； 全市性、 全区性涉及
本街道辖区范围的重大事项和重
大决策的建议权； 职能部门综合
执法指挥调度权； 职能部门派出
机构工作情况考核评价和人事任
免建议权； 多部门协同解决的综
合性事项统筹协调和考核督办
权； 下沉资金、 人员的统筹管理
和自主支配权， 确保基层有充分
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为群众办
事、 解决问题。

街道可直接开展执法工作

《意见》 明确街道作为执法
主体可以直接开展执法工作， 提
出 进 一 步 推 进 行 政 执 法 权 限
和 力 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 ， 除
上级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
构 外 ， 整 合 现 有 站 所 、 分 局
执 法 力量和资源 ， 组建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机构， 逐步实现 “一
支队伍管执法”， 真正解决 “看
得见的管不了 、 管得了的看不
见” 的现状。

推行街道大部制改革

《意见》 提出要按照精简、
效 能 、 便 民 的 原 则 ， 综 合 设
置 街 道内设机构 ， 构建简约高
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将街道原来
“向上对口” 的20多个科室， 精
简为 “向下对应”、 直接服务居
民的 “6+1+3” 的架构设置内设
机构， 即党群工作、 民生保障、
城市管理、 平安建设、 社区建设
和 综 合 保 障 6个 内 设 机 构 和 1
个 街 道综合执法队 ， 窗口类 、
平台类和活动类3个街道所属事
业单位 ， 确保街道聚焦主责主
业， 集中精力抓党的建设、 公共
服务、 城市管理、 社会治理， 实
现由行政管理型向为民服务型街
道转变。

完善网上政务服务办理

《意见》明确提出，通过“整合
一条热线、开设一个窗口、强化三
种服务”，着力解决居民群众揪心
事、 烦心事。 将各类热线归集到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全市统
一的群众诉求受理平台， 实现事
项咨询 、建议 、举报 、投诉 “一号
通”，做到各部门闻风而动，接诉
即办。深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完善网
上政务服务办理，实现就近办理、
自助办理、一次办理。加强基本公
共服务，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就医、上
学、养老、日常生活服务等事情，
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强化对物业企业监督管理

《意见》 明确提出， 要按照
新一版城市总规， 充分吸纳规划
师 、 建筑师和普通居民意见建
议， 协商制定街区更新实施方案
和城市设计导则， 提高街区公共
空间品质和服务质量。 要着力改
善居住质量， 强化街道对物业服
务企业的监督管理， 暂时没有条
件实施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实
行准物业管理， 着力解决老旧小
区停车难、 秩序乱、 环境差等问
题， 给居民群众一个干净、 整洁
的人居环境。

加强四项社区治理工作

《意见》 明确提出， 社区治
理重点抓四项： 一是优化治理体
系， 做实社区六个委员会， 将社
区各方力量纳入体系中， 延伸自
治组织和工作覆盖面。 二是持续
抓社区减负。 要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 继续清理社区填报表格、 机
构、 评比和表彰， 精减社区出具
证明， 整合社区信息系统。 同时
建立社区事项准入和通报制度，
从存量和源头两个方面， 减掉社
区不该做的各类行政事务， 让社
区回归主业， 有更多的精力和时
间抓服务、 抓自治。 三是自治协
商。 社区要办好小院议事厅、 居
民恳谈会、 居民微提案， 做到居
民的事居民自己议、 自己定， 增
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激发社区
治理的活力。 四是队伍建设。 建
立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标准的社区
工作考核和社区工作者工资增长
机制 ， 推行错时延时 、 全程代

办、 预约办理和 “互联网+” 服
务， 让社区干部多到社区走走，
多到居民家中坐坐， 用脚丈量民
生， 为群众排忧解难。

健全完善激励保障制度

《意见》 提出， 要健全完善

激励保障制度 ， 重点从选人用
人 、 福利待遇 、 制度保障等方
面 ， 为基层干部 “送大礼包 ”。
比如， 注重提拔具有街道乡镇等
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干部； 探索
从街道事业编制人员中选拔街道
领导干部、 从优秀社区党组织书
记中定向招录一定数量的公务员

和事业编制人员。 比如， 要确保
街道干部收入高于市、 区部门同
级别人员， 年度考核优秀等指标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 比如 ，
推进编制精简下沉到基层， 2020
年前街道乡镇行政编制占全区行
政编制总量的40%以上， 激励干
部到一线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

北京发布 《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

2017年以来， 北京市大力推
进了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
全市完成了2000多条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 今年除拆迁区
背街小巷按照干净整洁的标准整
治提升以外， 其他的背街小巷都
要按照 “十无五好” 的标准全面
完成， 同时打造200条的精品街

巷。 城市副中心要对标核心区，
按照 “十无五好” 的标准完成20
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 朝
阳、 海淀、 丰台、 石景山要按照
“十无五好” 的标准完成519条背
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不具备条
件的地区按照 “八无两规范” 的
标准提升。 远郊区要围绕重大活

动的保障区域、 建成区， 尤其是
居民诉求强烈的地区开展81条背
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同时还要
积极推进架空线入地、 规范广告
牌匾治理、 清洗粉饰建筑物外立
面、 深入开展 “厕所革命”、 持
续推动垃圾分类、 深化 “门前三
包” 责任制的落实。

【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滕安英：

探索建立街道职责准入制度

在去年上半年会同市委组
织部共同编制北京市街道党工委
和办事处职责清单 ， 分党群工
作， 平安建设、 城市管理、 社区
建设、 民生保障、 综合保障六个
板块 ， 共111项职责 。 据统计 ，
111项职责中， 街道负责承担的
主责主业约占24.1%， 组织协调

部门共同完成的职责约占34.5%，
参与协调配合的职责约占41.4%。
此次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
代街道工作的意见》 中要求， 进
一步优化街道职责事项清单 。
预计今年重点是根据为街道赋权
和派出机关属地化管理工作进程
及 时 将 相 关 职 责 充 实 到 清 单

中 ， 同时探索建立街道职责准入
制度 ， 凡涉及到街道职责调整
的必须依法依规进行， 市区各部
门不得将清单中以外的职责交由
街道承担。 做到人随事转， 钱随
事转， 使街道有人有物有权， 保
证基层事情基层办， 基层事项有
人办。

北京市商务局副巡视员丁剑华：

目前， 全市有蔬菜零售、 便
利 店 、 早 餐 、 家 政 、 美 容 美
发 等 七项基本便民商业设施网
点约4.7万个 ， 其中连锁网点近
两万个， 全市七项基本便民商业
服务功能在城市社区覆盖率达到
92%以上。 完善基本的便民商业
网点跟踪核验机制， 对建设提升

的便民商业网点进行回头看 ，
动 态 了 解 网 点 运 行 情 况 ， 同
时将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
还 有 媒 体 曝 光 的 有 关 问 题 定
期 建 设梳理 、 分析 ， 开展有针
对 性 的 工 作 。 鼓 励 新 模 式 ，
新 业 态的发展 。 通过模式和业
态的创新发展， 解决便民设施实

体、 空间不足的问题。 据统计，
这几年累计创新推动83个社区商
业便民服务综合体和200余个社
区中心建设， 支持一批规范连锁
网点搭载蔬菜零售、 早餐、 快递
等便民服务功能， 同时鼓励发展
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 便利市
民需求。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处处长刘生富：

332支街乡镇执法队调整为双重管理

截至2017年底， 全市各区的
城管执法监察局已经将332支街
乡镇的执法队全部由原来 “区城
管执法监察局统一管理” 调整为
“以街乡镇为主的双重管理”。 将

近6500名城管执法人员编制下放
到各个街乡镇， 16个区城管一线
执法的人员比例已经实现不低于
90%的要求。

下一步 ， 要落实 《关于加

强新时代街道工作意见 》 ， 将
继续推进执法力量下沉工作，
将城管执法力量和执法资源 、
执 法 保障进一步向街乡镇进行
倾斜。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巡视员谢国民：

今年打造200条精品街巷

3300条条改改革革措措施施向向街街道道赋赋予予““六六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