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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探索智慧党建综合治理模式 
 

近年来，开化县创新提出以党建统领“最多跑一次”和乡镇

“四个平台”改革新思路，探索建立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有

力推动两项改革提档升级。 

一、坚持问题导向，理清改革思路 

针对乡镇“四个平台”功能未能有效延伸到村社；两项改革

主要侧重于群众和企业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狭义民生事项，尚未

涉及到各级党委政府最关注的项目推进、经济发展、效能督查等

广义民生事项等问题，探索建立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主要突

出“两抓五融通”特点。“两抓”即：一是抓实基层党组织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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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作用发挥。通过将两项改革任务要求纳入基层党建“三张清

单”，对党员开展设岗定责、先锋指数考评等举措，推动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特别是无职党员积极作为。二是抓实两项改革推进落

实。推进两项改革不搞面面俱到，重点聚焦解决群众办事慢、重

点工作推进慢、社会治理反应慢、党员干部奔跑慢等四大顽疾。

“五融通”即：一是体系融通。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等各项工

作纳入乡镇智慧党建综合信息指挥室统一调度指挥，通过红色

APP 将指令下达到一线网格党员，实现全领域一体化管理运行。

二是功能融通。梳理归并乡镇党委政府及辖区内社会组织服务功

能，重新分类整合为决策支持、民生服务等八大功能，开辟政务

沟通、信访维稳等 27 个业务模块，实现全事项一体化响应受理。

三是平台融通。将乡镇、村所属“三民工程”、社会治理综合指

挥室等 38 个平台接入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按照过滤核实、

派单交办、现场处理、评价反馈流程，使工作任务自动流转到各

个平台办理，实现全任务一体化流转办理。四是数据融通。将原

本分散在乡村条线站所的党员信息、便民服务等 107 项信息数据

统一审核输入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为党

委政府提高服务效能、监测预警风险等提供智慧支持，实现全信

息一体化采集运用。五是民意融通。由乡镇智慧党建综合信息指

挥室统一组织群众意见征求、服务测评反馈，据实确定干部绩效、

党员星级、支部排位，实现全服务一体化考核评价。 

二、坚持党建统领，深化改革举措 

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实质是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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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手段和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多方联动推进全域化、“一站式”

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主要包括“五个一”做法，即：一是党

建一张网。构建乡镇党委-党支部-网格的服务链条网，将每个党

支部划分为 2-6个全科网格，由党员骨干分别担任网格长、专（兼）

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二是网格一本账。建立“四张清单”，

网格事务清单把基础信息、群众诉求等 7大类工作纳入网格服务

管理事项，做到工作应入尽入；走访巡查清单全面掌握网格社情

民意和重点群体动态，做到事项应知尽知；信息采集清单登记、

核查和录入群众诉求受理、矛盾纠纷调解等各类信息，做到信息

应收尽收；服务责任清单对照检查网格员履职情况，做到问题应

查尽查。三是落实一条龙。网格员负责对网格内所有事务信息的

过滤核实，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立即处理，不能解决的事项报送

乡镇智慧党建综合信息指挥室分派给条线站所现场处理。乡镇难

以解决的，上报县综合指挥中心协调解决。四是考核一门清。将

干部绩效考核与党员评星定级相挂钩，重点围绕智慧党建综合治

理系统服务管理事项解析重构党员先锋指数考评体系，突出对党

员干部基础信息录入率等考核，对应生成党支部和党员的星级评

定结果。五是群众一个赞。服务对象对党员干部服务态度、能力、

作风、结果作出满意度纪实评价，经大数据分析形成党员干部满

意度排名，作为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评先选优、职务职级晋升

的重要依据。 

三、坚持试点评估，务求改革成效 

通过前期试点评估，智慧党建综合治理系统成效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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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党建统领有效彰显。乡镇党委实现对辖区内各项工作的一把

抓和一线服务力量的直接指挥，使党建能够强力统领保护生态、

改善民生、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工作。二是两项改革有效深化。两

项改革范围从民生诉求扩大到经济发展、项目督查等内容，服务

管理事项扩面 40%，群众诉求受理扩面 22%。三是“三民工程”

有效升级。建立“多情合一”民情大档案，数据信息更新更加及

时准确全面。通过网格党员和红色 APP 构建起“十分钟”便民

服务圈，获得群众好评。四是基层治理有效加强。如原先 18 个

职能部门解决不了一辆危化车停放整治问题，现通过系统风险预

警、提前介入、统一指挥，将危化车停放等问题隐患解决在群众

家门口，有效扭转“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的被动局面。五

是作风监督有效改进。综合运用服务纪实日志、活动轨迹查询、

群众点赞等功能，将监督主体从行风监督员等“少数人”扩大到

服务对象等“多数人”，实现党员干部从自我监督向社会监督、

事后监督向全过程监督的“双转变”。  

                                 （开化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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