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县城社区组织、干部队伍、工作环境保

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一调研组

根据调研活动统一安排，第一调研组围绕“加强县城社

区组织、干部队伍建设，改善工作环境，为社区建设提供有

力保障”，深入到五个社区和相关部门，广泛座谈、查阅资

料、深入研究，并在学习借鉴谷城、老河口社区管理经验的

基础上，就理顺社区管理体制、加强社区阵地建设、稳定社

区干部队伍提出了意见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特点

（一）各级不断强化保障，治理基础得到夯实。城关镇

现有光千、新街、河西、城南、王湾 5 个城市社区，常住居

民 13796 户、46285 人。县委、县政府、各相关部门、城关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工作，社区基础得到了强化。县委

组织部强化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县财政

2017 年为 5 个社区预算专项惠民资金、党建经费、人员工资

等合计 88.88 万元。民政局为每个社区配套 1-3 万元服务经

费。人社局积极搭建平台，指导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城

关镇 4 个社区先后荣获“全省充分就业社区”称号，分别获

得 1 万元奖励。城关镇不断加大社区建设投入，到 2017 年

社区工作经费预算达到 279.42 万元。社区 2002 年成立时，

工作人员年均收入 9000 元左右，现在年平均收入 31400 元

左右，社区网格员待遇由最初的每月 550 元涨到现在的 1000



元。

（二）队伍建设日益壮大，治理合力不断增强。5 个社

区均己建立了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干部为骨干、社区

专职队伍为支撑、网格员为基础的社区服务队伍。一是骨干

队伍优。5 个城市社区“两委”班子成员配备到位。其中光

千、新街、河西 3 个社区主要负责人是城关镇下派的干部，

城南和王湾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由城关镇原王湾村和封银

岩村党支部书记转任。二是专职队伍齐。城关镇有社区专职

干部 36 人（含 3 名城关镇下派的主职干部），平均每个社区

7 人。从学历上看，大专以上学历 21 人，占 58%，高中学历

12 人，占 34%。从年龄结构上看，30 岁以下 9 人，占 25%，

40 岁左右 15 人，占 42%，50 岁以上 9 人，占 25%，60 岁以

上 3 人，占 8%。三是网格员队伍全。今年，城关镇将 5 个社

区的 97 个网格规范调整为 57 个网格，选齐配强了 57 名网

格员，其中有 14 名支部书记兼任网格员。

（三）组织体系逐步健全，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党员服

务网格化格局形成，城区网格社区党建工作己覆盖到每个小

区，延伸到每个楼栋，构建了城关镇党委统一领导下的“社

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构

架。目前，社区设 5 个基层党委，23 个小区党支部，共有党

员 774 名。23 个单位与 23 个小区党支部结成对子，开展共

驻共建活动，认真落实一个活动场所、一套档案柜、一个联

络员、一次活动、一次党课的“五个一”活动要求，提高了

社区党建工作水平。各社区基本实现了党委工作有抓手、民



主议事有平台，居民有所盼、社区有所应的工作格局，居民

自治能力不断增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阵地建设不达标。根据《襄阳市城市社区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要求，全市所有城市社区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面积要达到 1000 平方米以上，到 2018 年全

部达到规范化标准。目前，新街、王湾、河西 3 个社区虽然

基本达到要求，但文化娱乐、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网络监

控等内部设施跟不上。没有达标的两个社区，以光千社区问

题最为突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总面积仅 170 平方米，办事

大厅面积只有 40 多平方米，没有室外活动场所和停车场地，

远远低于全市标准，但他们的服务对象却多达 4200 户、15141

人，比保康小乡镇所辖人口还多，每月搞低保核查时，前来

签证的低保户队伍都排到了街上，办事极不方便。城南社区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设在原封银岩村村办企业办公楼三楼，房

屋破损比较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整体来看，5 个社区基础

条件远远落后于周边县市的城市社区，甚至与县内大多数村

委会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二）人员队伍不稳定。社区工作队伍在逐步加强的同

时，由于多种原因，也呈现不稳定的状态，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主管单位借用。城关镇共从 5 个社区借用了 8 名工作人

员，其中 6 名工作人员直接安排到镇政府上班。二是当作台

阶考走。由于社区晋升空间有限，社区干部也面临着前途似

有似无、身份似有似无的尴尬境地，一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工



作不安心，把社区工作岗位当作一个临时台阶，把报考公务

员作为一种重要的出路，近几年来，从社区考走的有 5 人。

三是待遇偏低辞职。社区工作直接面对居民，任务多、压力

大、待遇较低，一部分社区工作人员不愿在社区工作，近几

年来，社区工作人员辞职、离职的有 6 名。

（三）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管理体制不理顺。社区是

服务辖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然而，5 个社区在做好本职工作

之外，还必须承担政府职能部门安排的大量惠民性行政性事

务。很多“进社区”的工作成了社区干部直接做，加剧了社

区人少事多的矛盾，加重了社区工作的负担，削弱了社区服

务力量。二是村居合一机制不理顺。城关镇 4 个社区由“村

改居”而成，由于改制不彻底，导致社区、村未能有效融合。

原村集体积累和集体经济产生的收益，只能用于原村版图范

围内的修路、架桥等公共事业，社区日常办公和服务居民费

用只能依赖上级划拨。王湾和城南两个社区书记都是由原村

支部书记转任的，与农村主职干部相比，月均工资少 800 元

以上。同一社区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政策也不均等，群众

怨言多。三是没有建立工资自然增长机制。目前，城关镇社

区工作人员月均工资 2200 元，比 2016 年我县全部职工年人

均报酬（37605 元）少 6205 元。网格员每月待遇为 1000 元，

“五险一金”未纳入社保补贴范围。社区工作人员工资正常

晋升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每年 20 元的工龄工资，工资待遇

大幅度提升分别是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原因是县委主要领

导到社区调研后，根据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实际情况所作



出的调整。

（四）经费保障不充足。一是预算安排不充足。没有专

门预算公用经费，原 5 万元党建工作经费及人均 50 元党员

培训经费在 2016 年后调减到 2 万元。二是“费随事走”未

有效落实。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创

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保发〔2011〕36 号），人社、卫计、综

治、公安、住建、民政等职能前移社区的部门，要按照“以

钱养事”的办法，每年向每个社区拨付不低于 5000 元的工

作经费，并建立自然增长机制。目前，我县“费随事走”机

制未落实。三是惠民项目资金紧缺。按市政府文件规定，城

市社区每年县财政应安排 20 万元惠民项目专项资金，近年

来仅安排了 10 万元。四是造血功能不强。在老河口、谷城

学习考察中发现，各社区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增强社区造血

能力。如老河口市友谊路社区积极盘活资产，年经营收入 110

万元，仙鹤社区采取招商引资、出租门面等形式，集体经济

年收入 20 多万元。城关镇 5 个社区造血功能不足，收入来

源主要靠财政拨款。

三、有关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按照“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分别制定城关镇、县直相关职能部

门权责清单，出台社区工作事项清单。根据省委组织部、省

民政厅《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落实行

政事务进社区准入制度，凡下沉到社区的行政事务以及各项



检查、评比和考核，都必须进行准入审核，严格把关，未经

审核批准的，一律不得下沉到社区，切实为社区减负增效。

同时要严格按照费随事转要求，由委托单位为社区提供必要

的经费和工作条件。

（二）进一步加强社区阵地建设。对光千社区，建议采

取从国有房屋资产中划拨、统配或租赁等方式，解决社区公

共服务用房不足问题；对城南社区，建议利用自身土地资源，

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参股等方式，合理规划建设社区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同时，对新开发的商品住宅小区，城关镇、住

建局要督促投资业主按照千分之二的比例落实社区公共服

务用房，对未按要求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住建、房管、

规划等部门不予办理规划验收合格手续和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三）进一步加大资金保障力度。一是逐步增加财政预

算。依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财政实际，逐年增加

社区建设和工作经费的预算投入。二是探索有偿服务机制。

对于社区权责之外的工作项目，可通过签订协议、购买服务、

项目管理等方式，委托给社区组织承担，并按照权责对等原

则实行按劳取酬。三是发展集体经济。出台鼓励社区发展集

体经济的政策，允许社区盘活自身资源，发展第三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增加集体收入，增强造血功能。

（四）进一步加强社区队伍建设。一是强化规范管理。

出台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规范化管理的相关配套文件，建

立社区工作者岗位正常进退机制。二是探索拓宽招录渠道。



结合实际，合理设置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条件，探索从优秀网

格员、企业改制员工、本地居民中选拔更多接地气、真正适

合社区工作需要的优秀人才，稳定社区工作队伍。三是加强

教育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定期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参加在职学历教育，切实提高社区工作者

服务能力。四是建立工资自然增长机制。要根据襄阳市政府

办公室《关于提高市区社区工作者待遇的通知》（襄政办发

〔2015〕23 号）文件精神，结合保康实际，科学制定社区工

作人员的工资结构，建立社区工作人员工资自然增长机制，

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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