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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助力重点工作
提升治理效能

“把积分制与村里重点工作

结合起来，积分制的生命力才能

更长久。”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

八角塘村党总支书记金玉勇说。

在八角塘村，为有效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任务，积分制成为促

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剂“良

方”。“我们鼓励党员群众为村集

体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被采纳的

根据实际效益给予相应积分奖

励。”金玉勇介绍。

村民老张提议，将村里闲置

的校舍改造成中草药加工车间，

这一建议盘活了闲置资产，每年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1 万元，老
张也因此获得 400分奖励。

毛坦厂镇党委书记金娅表

示：“把积分制与村集体经济发

展、产业创新、环境整治、移风易

俗等中心工作相结合，将村级工

作从‘下达任务’转变为‘激励引

导’，提高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实现了治

理效益的最大化。”

积分制把纷繁复杂的村级

事务标准化、具象化，提高了村

民参与的主动性，使基层治理中

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变得可衡

量、易操作，有力促进了重点工

作的推进。

桐城市在积分内容、积分标

准等事项上实行全市“一把尺”，

明确从孝敬老人、家庭教育、邻里

关系、热心公益事业、支持村（居）

工作、移风易俗等 8方面开展评
议赋分。各镇（街）、村（居）可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个性化积分内容。

“部分镇村会根据工作需

要，把解决耕地抛荒、自主发展

特色产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

富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推动相

关工作有效推进。”桐城市委社

工部基层治理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积分制在重点工作上发力，

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在长丰县造甲乡 13 个村
（居）的 2804户常住家庭中，积
分制知晓率达到 90%。造甲乡副
乡长田然介绍：“我们根据治理

需求，将平安乡村建设、人居环

境整治、移风易俗、农村精神文

明创建、秸秆禁烧等内容纳入积

分规则。这一举措让乡村治理参

与率达到 73%，村民参与志愿服

务 4368人次，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 731人次。”积分制成为推动
城乡发展的有效工具。

传承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

4月 5日，在亳州市谯城区
花戏楼街道花戏楼社区，志愿者

詹佳利用周末时间巡视辖区内

的古建筑物。“我们辖区老式建

筑比较多，在巡视中发现有瓦片

脱落等安全隐患，就要及时上

报。”詹佳说，社区会给予巡视志

愿者一定的积分奖励。

花戏楼社区位于涡河边，辖

区内有花戏楼、南京巷钱庄等著

名旅游景点。社区将积分制与历

史文化保护有机结合，参与老街

巷巡查、古建筑保护积 15分/次，
提供历史典故线索经采纳积 50
分/条，游客参与剪纸、核雕体验
可兑换积分，实现文化传播与积

分获取双向赋能。

据花戏楼社区党委书记方亚

介绍，截至目前，已有 23位居民
通过口述历史累计获得 1150分。
2024年，依托文化项目开展主题
活动 28场，吸引参与群众 4200
余人次。“通过引入积分制，社区

党员群众保护古建筑物、守护历

史文化的热情更高了。”方亚说。

积分制与文化保护碰撞出

火花，在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

明乡风上也发挥出积极作用。

4月 6日，正值清明假期，在
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辖区

北街小学三年级学生何星辰与

四年级学生左毅在六尺巷给游

客作了两场志愿讲解。“为对他

们的志愿服务给予肯定，我们分

别给了他们一定的积分奖励。”

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告

诉记者。

毗邻六尺巷景区，西苑社区

把参与景区志愿讲解这一体现

社区特色与文化传播的行为，纳

入评议内容，使积分制更贴合当

地实际，富有特色。

“我们还深度融入‘六尺巷’

典故蕴含的‘和为贵’精神内涵，

将邻里和谐、互帮互助、矛盾调

解以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零彩

礼等彰显‘和’文化的行为，纳入

为重要的积分指标。”乔丽娟介

绍，这些做法有效引导社区形成

向上向善的风气。

在休宁县月潭湖镇陈霞村，

当地经过系统收集，整理出 28
条家风家训，并将“家庭和睦、邻

里和洽、夫妻相敬、尊老爱幼”等

内容提炼形成村规民约 40条融
入积分细则，使分散的家风文化

凝聚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治

理规范，古为今用，厚植文明乡

风，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回应民生诉求
化解矛盾纠纷

积分制不仅可以发动村民

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在矛盾纠纷

调解方面同样大有可为。固镇县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矛盾化解

的“主心骨”，全覆盖推行基层治

理积分制，凝聚各方力量，形成

矛盾化解强大合力。

在固镇县任桥镇五星村赵庄

组，张某与村民之间的鱼塘承包

纠纷曾长达 10年悬而未决。双方
各执一词，矛盾持续激化，不仅阻

碍了赵庄组的发展，还致使鱼塘

长期荒废，无法正常发包。

2022年，新一届村“两委”班

子上任后，积极借助退休村干

部、老党员、老乡贤、村民代表等

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推行

积分制后，更是有了调解的“激

励”手段。

“我们把矛盾化解、信访调处

纳入积分内容，主动参与调解的、

摸排矛盾隐患的、当事方主动退让

的，都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五星

村党支部书记刘敏告诉记者。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24年
底，张某与村民之间终于达成和

解协议，同意按 3:7的比例分红，
同时张某需补缴拖欠的鱼塘承

包费。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终于

画上圆满句号。

“通过开展基层治理积分

制，鼓励群众参与矛盾调解等社

会事务，根据参与度和问题解决

情况给予积分奖励，全县 228个
村（居）通过积分制成功调处纠

纷 1580余件，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固镇

县委社工部部长陈来璞表示。

在亳州市，积分制还成为回

应民生诉求的重要手段。依托居

民议事协商机制，将居民提出的

高频诉求转化为积分项目，2024
年，花戏楼社区将 37项民生需
求转化为可操作的积分项目。

“针对老年用餐需求开发

‘暖心送餐’项目，居民参与送餐

服务积 8分/次；响应育儿家庭
需求，设置‘四点半课堂’项目，

提供课业辅导积 10分/课时；关
注新就业群体，创设‘暖新驿站’

项目，外卖骑手参与文明骑行宣

传积 5分/次。”方亚介绍，积分
制成为基层善治的密码，让抽象

的道德准则具象为可量化的行

动指南，推动“小积分”释放出

“大能量”。 渊据叶安徽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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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院野小积分冶提升基层治理野大效能冶

冶

野自去年 7月省委社工部全面部署积分制推广工作

以来，安徽省各地立足实际开展创新实践，在社会治理

诸多关键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积极成效，持续为城乡

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截至目前，积分制在安徽省已实现县级全覆盖，全

省 98.2%的乡镇（街道）、82.1%的村（社区）有序开展

积分制工作，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

局。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