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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融合先进管理理念，社区结构悄
然发生改变，由“政府+居民”向“行政管理+社会组织+居
民自治”转变，形成三角合力稳定支撑。用“小组织”撬动

“大管理”，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以群众带动群众，让居
民管理居民，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框架初具模型。从政
府一手抓，到依托社会管理的改变，是政府职能的重要
转变，也是向强国家、强社会迈进的重要基石。

同时，通过政策扶持、政府引导等方式，培育发展
公益型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由社
会组织承担社区公共服务类公益项目，满足社区群众
多层次、多方面的服务需求；重点做好典型培养与推
广，培育能在管理社会事务、提供社区服务和丰富居民
物质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社区组织。

花园路街道组建了 500 多名队员的 15 支舞蹈、盘
鼓等社区文艺队；发挥社工及社会组织社工专业优势，
建立了花园社工服务站；依托恩夕社会组织，开办社区
老年大学，开展“文化养老”、“互助养老”，积极探索社
区居家养老方式。目前，老年大学已经陆续开展摄影、
绘画、模特等课程，服务辖区300多位老年人，实现管理
于服务之中，实现管理和服务相统一。

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探索转变领导方式 创新依靠群众方法
有效推进社会共治 真正落实网格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如今，社会管理
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承担的行政职能、社会职能，已涉及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金水区花园路街道承担的工作任务均百余项。面对“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街道和社区如何转变工作方
式，服务市民？归结起来，引导在“政府”，联系在“组织”，
发动在“群众”。

2012年，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坚持整合资源，转
变领导方式、发动群众自治，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区管理，把
居民智慧引入社区创新，把多样化社会组织植入社区日常
工作链条，探索出了“大工委”的党建格局，同时推动社区
结构由“政府+居民”向“行政管理+社会组织+居民自治”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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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会议精神曾强调改进工作方式，并规定“要
了解真情况，解决真问题，到基层不是去摆架子，而是
去办实事”。但现阶段，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增多，社
会管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基层，基层问题繁琐复杂。据
不完全统计，花园路街道55名机关干部对口79个区职
能部门，承担任务百余项。

对此，花园路街道书记李婷曾提出，建立派出机构
双重领导和考核机制，要解决下任务不下权的问题。

“街道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层次，应该做哪些，不应该
做哪些，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应当逐步以办法、政府令
等把街道工作的职责明确起来。”

据了解，上海、哈尔滨为发挥街道办事处的作用，
分别在 1997 年、2000 年制定了《街道办事处条例》，我
省至今还没有相关条例。李婷作为省市人大代表，曾
提交关于制定《郑州市街道办事处条例》的相关建议。
她认为，首先，应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
网格化管理模式；其次，大力推进社区党建共驻共建，
把支部建在楼组；最后，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政府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行社会公共服务。

“形成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
良性互动，构建起政府行政管理、居民自治和社会组织
的三层社会管理新格局”，是花园路街道书记李婷的最
终理想。

从去年 5 月开始，全市推行网格化管
理，重心在基层，重点是群众。由上而下，政
府转变工作职能，改变领导方式；自下自上，
唤醒群众自治意识，发挥社会管理作用。两
头齐抓共管推动社会发展。

网格化工作开展以来，花园路街道辖区
整合为10个社区，划分成43个基础网格，街
道下派192名工作人员到二级和三级网格，
按照“一专多能、一岗多责”的要求，整合社
区两委成员及协管员，设立网格工作人员
A、B岗。街道形成“三级网格、四级平台、五
级联动”的条块融合，以块为主，逐级负责的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映问题的新机制，转
变了领导方式，逐步实现以网格化管理推进

“为群众服务、靠群众参与、让群众满意”的
全面落实工作的新局面。

同时，街道探索构建“大工委”的“1+3”
网格化组织体系（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社
区、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党组织共同参
与）为主导，以“四联共建”（组织联动、事物
联办、秩序联管、和谐联创）为核心的城市
基层管理新模式，用社区“联”辖区单位、党
组织“联”社会组织、党员“联”群众、党务

“联”政务的形式解决问题。

去年 7 月，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启动“九
在楼组”（学习、清洁、健康、平安、和谐、诚
信、欢乐、奉献、关怀在楼组）活动，纬五路13
号院通信花园社区联通网格，2号楼居民、63
岁的党总支委员兼党小组组长张美荣和 67
岁的楼栋长赵景瑞，开始琢磨“怎么做”？

“张美荣、赵景瑞把楼旁车棚和步梯
下的杂物清理干净后，张美荣又从自己养
老金中拿出 6000 元，买涂料、雇工人粉刷
楼道，买石桌、字画装饰楼道。”专职党务
工作者苗绵贵说起这些感慨万千。在张
美荣和赵景瑞带动下，13 号楼、16 号楼也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居民的心理也逐渐产生微妙变化，自觉
维护环境的多了，主动拿出自家字画的多
了，邻里间嘘寒问暖的多了，在一起交流沟通
的多了。“附近社区，甚至更远的街道都来参
观学习‘楼道文化’。”社区主任李丰云说。

金水区纬五路13号院的改变，是坚持依
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现实缩影，花园路街
道办事处通信社区在各级网格的带动下，居民
兼基层工作者张美荣和赵景瑞从“怎么做”的
念头开始，点滴影响、行动波及、思维渗透，以
个人行动带动社区管理，以微小变化带动巨大
改变，蝴蝶效应逐渐显现。“楼道文化”的出现，
也开创了郑州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先河。

吸纳先进经验，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会管理
用“小组织”撬动“大管理”

通信花园社区依靠群众力量，开创郑州市“楼道文化”先河

转变领导方式，建立组织联动，带动群众参与网格化管理

社会管理重心下移
街道社区发展呼唤依法行政、完善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