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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清单”解决楼宇大小事、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圈出”家门口的幸福、文化艺
术节提升居民的艺术素养、“三声”工作法
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

2023年以来，新华街道把工作放到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大局中审视、谋划和推
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做好“利旧焕
新”文章，全力以赴强基础、补短板、除隐
患、优环境、惠民生，持续推动以坚强有力
的基层党建引领高水平基层治理，区域发
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总体态势，
各项工作任务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
见效，各领域工作生机勃发。

新华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海龙表示，新
华街道辖区内有北京城市副中心标志性
的大运河、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里
既是通州老城区的核心区，又是运河商务
区的核心起步区；既是城市副中心绿色金
融、商务服务等产业功能的重要承载地，
又是老城双修、新老融合的重要区域。街
道将以区委“11311”工作体系为总纲领，
找准任务目标，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
为民办实事能力，持续推动各方面工作创
首善、争一流、上水平、求突破，用扎实的
工作实绩回答好“二十年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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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清单”解决楼宇大小事

“现在骑到单位上班，直接就能充电，下班的
时候骑着满电的车回家，省事多啦，安全也更有保
障。”在运河商务区世界侨商中心 7号楼院里一个
崭新的自行车充电车棚内，在此上班的李女生正
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并为这一新增的便民设施

“点赞”。
这个刚刚投入使用自行车充电车棚，可以同时

满足几十辆电动自行车充电，有效解决园区入驻企
业员工“充电难”问题。参与协商议事、喜迎身边充
电车棚改造提升的商户、住户也很爱惜，充电完成
后自觉挪走电动车，方便他人使用，形成了良好的
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新华街道辖区2.02平方公里全部为运河商务
区内的商务楼宇和施工工地，占辖区总面积的
45%。如何跑出楼宇基层治理“加速度”？2023年
以来，新华街道探索商务楼宇基层治理新格局，通
过协商问需形成“需求清单”，多元协商达成“资源
清单”，两相匹配促成“项目清单”，利用“三个清单”
开展协商治理、协商服务，形成了党建“双协商”基层
治理服务模式，并将这项机制应用在运河商务区的
楼宇治理中，为楼宇企业、公寓住户解决大事小情。

这个崭新的车棚正是利用“三个清单”解决
的。2023年10月，针对企业、住户反映电动充电桩
缺少遮雨棚、使用不方便的问题，侨商工作站党支
部召集辖区物业、辖区企业中建五局北京公司京津
分公司和相关单位开展议事协商。大家集思广益、
献计献策，提出了包括车棚颜色应符合商务区整体
风貌，施工时避免影响周围人群办公、休息等意
见。随后，侨商工作站综合意见形成项目方案，利
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很快完成了项目实施。

和充电车棚一起改造的，还有一旁的开放庭
院，新华街道为其取名为“汇商厅”。“楼宇里的商
户、住户一般比较注重个人隐私，反映问题时很少
同意入户见面，所以我们经常约在这处‘汇商厅’

集合，一起会谈协商。”过去在如意社区工作、现在
担任侨商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的焦岩介绍。

新的特点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楼宇
治理新的资源能效。焦岩介绍，在走访调研、协商
会谈工作中，工作站积极与入驻的企业商户建立
联系，把入驻的 3家物业、4家律所、4家银行、2家
国企单位等纳入“资源清单”。这些宝贵的资源后
来在解决矛盾纠纷、群众诉求时提供了法律服务
等多项帮助，成为了楼宇治理的“智库”“外脑”。

将“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匹配对接，目前，侨
商工作站已推动多个助企惠民服务项目落地实施。
除了已建成的充电车棚、“汇商厅”，侨商工作站还积
极推动商务区地面停车位施划，通过与运河商务区
管委会密切对接，如今已有80余个地面车位面向社
会开放。同时，为了扮靓街区，侨商工作站在灯杆上
加装了50组红色灯笼，为新年营造热烈气氛。

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佳佳表
示，目前街道已经在运河商务区设立了侨商、保利、
新光大三个工作站点，通过引入党建“双协商”机制，
解决入驻企业、商户的问题诉求，激发商务区运行活
力。目前，三个工作站已经梳理“需求清单”50余件，
达成“资源清单”30余个，推动开展“项目清单”20余
个，2023年来已经解决各类问题12件。

一刻钟“圈”出品质好生活

步行 15分钟“兜”个圈，就可以购物、吃饭、健
身、理发，还能看书、看电影、收发快递、参加技能
培训……这样的便利生活正在新华河西便民生活
圈悄然兴起。

新华河西便民生活圈覆盖如意、天桥湾两个
社区。2023年，街道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不断补齐服务业态短板，实现服务业态

“圈”内全覆盖，让生活圈更具有烟火气，不断提升
居民生活满意度。

目前，该生活圈范围内智能无人设备53个，基
本保障业态网点36家，品质提升类网点96家，连锁

化率45％，优质品牌化率73％，满足社区居民个性
化、多样化的更高层次消费需求。

“现在小区周围越来越方便了，有便利店、快递
站、小吃店、社区医院、购物广场、活动室……一应俱
全，从家出来不用多走，就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说起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家住天桥湾小区的
马女士满脸喜悦，“自小区大门走上 5分钟就可以
到爱琴海购物公园内的大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以
及瓜果蔬菜，着急上班在门口就能买个早餐。”

此外，新华河西便民生活圈常住人口老年人居
多，为满足辖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街道倾力打
造2个社区养老驿站和助餐点，推广“老年助餐+外
卖”模式，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驿站
经常性开展巡视探访和养老助残服务，为老年提供
线上代购及配送服务，率先完成便民服务的转型。
同时，利用社区活动室，开设老年数字化教育课堂，
帮助更多银发族成功“触网”，有效弥合老年群体

“数字鸿沟”，感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生活。此外，
还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娱活动，不断提升“银
发族”生活丰富度。引导老年群体加强锻炼、提高
认知，有效弥合了老年群体“时代鸿沟”，让老年人
享受更现代更温馨的晚年生活。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要聚合公共服务功能，
又要兼顾服务群众的商业业态。为此，街道通过
推动智能技术和设施设备进社区、进门店，打造即
时零售；通过联合辖区企业开展“移动”超市进社
区，拉近商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做到温暖社
区，让商业更有温度；通过直播探店、社群互动模
式增强商场与顾客的紧密连接，拓展服务半径，让
服务真正“到家”，足不出户，安享服务。

“圈”内缺什么，我们补什么。新华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董亚妹表示，新华街道将以打造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为契机，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圈”模
式，统筹兼顾满足居民“衣、食、住、行、文、购、娱”
等各方面生活需求，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成居民的“幸福圈”，为老街坊“圈”出新生活、“圈”
出新便利、“圈”出新时尚。

文化供给提升群众文化生活幸福度

“魅力副中心 乐享在新华”，作为新华街道文化艺术
节品牌，自2021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其中，第三届文
化艺术节启动仪式运河韵千载新华新生活，延续首届艺术
节品牌内涵，重新打造精彩文艺汇演，增添现场视、图直播
的形式扩大文化艺术节品牌知名度及社会效应，进一步激
活群众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热情，形成了“人人享受，全民
参与”的浓厚氛围。三届文化艺术节共计举办20场活动，
活动参与人数达到千余人次，覆盖万余群众。

文旅融入街道，一条街“点燃”一座城。新华街道所
辖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和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风景
区，如今燃灯塔、运河文化广场、西海子公园已成为当
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必去的景点。此外，汇集吃喝玩乐
一体化的保利大都汇、新光大中心、爱琴海购物公园、
远洋乐堤港、月亮河休闲小镇，如今都成了网红打卡
地。不久的将来，瓮城遗址公园、静安寺也将成为新的
地标性景点。

提升街道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2023
“运河有戏”演出季暨开心麻花喜剧生活节的主会场设
在新华街道辖区内的通州区电影院，极大满足了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有在西海子公园精彩呈现
的不止国潮——2023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展现城市副中
心古今同辉的城市特质和融古汇今的城市品格，让市民
现场感受传统文化与潮流时尚碰撞交融的魅力。此外，
以“乐购副中心·乐享新生活”为主题的2023城市副中心
跨年消费节在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火热举办；在大运河
文化旅游景区北区拉开帷幕的首届运河冰雪嘉年华，吸
引了市民朋友纷纷打卡，体验冰雪的乐趣。一连串的文
旅活动，让新华街道气质有了“时尚范”。

“三声”工作法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

如何让基层网格化覆盖到每户居民？怎么才能在最短
时间内发现并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如意社区依托“小
网格”树立“大服务”工作理念，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为有效解决居民问题，“未诉先办”解难事。一直以来，

如意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推进社区治理，把居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突破口，深入推进

“热线+网格”融合，强化统筹调度能力，始终把服务居民，解
决社区问题作为社区的第一要务，打造社区服务品牌，创办

“三声”工作法，向前一步主动治理。
“三声”工作法即：倾听居民“发声”，做好给居民的

“回声”，奏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之声”。真正将网格居
民的“发声”作为社区治理的线索与动力，及时准确掌握
群众诉求，第一时间给予一个完美的“回声”解决，努力
将诉求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
事、办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认真做好给居民的“回声”，是进一步联系和服务群
众的纽带，目前，12345 热线不再是居民诉求的唯一通
道，社区“未诉先办”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截至 2023
年 12 月，如意社区“接诉即办”工单 260 件，同比下降
64.48%，解决率达到94.56%，满意率达到95.06%。“三声”
工作法进一步推进了社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

“社区工作不在于忙碌，而在于井然有序；不在于辛
苦，而在于居民满意。对于社区工作，要用承诺造福居
民，用微笑感染居民，用智慧解决问题，用创新推动工
作，让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如
意社区党总支书记霍宝军表示，为进一步深化网格化服
务管理工作，社区将依托“小网格，大党建”“小网格，大
服务”服务理念，以“三声”工作法为突破口，努力打造优
质社区品牌项目，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基层治理“聚势
赋能”。

作为基层治理典范，天桥湾社区“五微”常态治理运
行机制，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已经成了工作常
态，协调解决了汽车充电桩、新建车棚、绿地环境、停车
管理、物业管理、邻里扰民、管道修复、商业及酒店运营
纠纷、公区侵占、玻璃幕墙更换等居民企业的急难问题。

近年来，街道以“新华力度、新华温度、新华效度”为
目标，深化“接诉即办”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转变。街
道网格长、物业及行业网格员、街巷长、楼门长、责任区党
员、社区志愿者等多支队伍，通过147个微信群，对辖区所
有单位、居民和企业，实现了全覆盖。

社区工作干得好不好、服务到不到位群众说了算。
街道对社区工作者考核时，将社区居民满意度测评纳入

其中，群众评价结果成为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群众评
价每三个月组织一次，而且在评价的同时，对街道和社
区工作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与评优评先、项
目支持、社区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定、奖金福利等挂
钩。2023年 8月份一组考评数据显示，居民群众参与率
总体达到89%，满意率总体在95%左右。

探索建立惠商服务中心为企业保驾护航

新华街道辖区内，一座座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层
写字楼已成为城市副中心城市靓丽“风景线”，也是推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
街道已注册市场主体9411家，涵盖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个
体、代表机构。辖区企业主要分布在运河商务区、京杭府、
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乐堤港、人力资源产业园和月亮河小
镇。2023年1-11月街道全口径税收22.48亿元。其中，纳
税千万元以上的企业35家，纳税百万元以上的89家。

财源实力较快增长。街道把财源建设与“服务包”、
营商环境建设等工作有机贯通，全面开展“梳网清格、扫
楼明企”专项行动，76名网格员组成财源网格专干队
伍，对网格内楼宇、园区、街巷中的企业情况进行全
面摸底梳理，形成集产业载体剩余空间、异地经
营、异地纳税和产业集聚等情况为一体的信息台
账，为存量企业扩充布局、引入企业落地提供基
础信息。

深化商圈培育，全力打造爱琴海、乐堤港、
大融城等现代活力枢纽型商圈，加大大型商业
综合体周边的交通秩序和环境综合治理力度，
不断增强辖区商业项目凝聚力和辐射力，满足
副中心企业和市民群众商务文化生活品质提升
需求。充分发挥月亮河休闲小镇、运河文化广场
的地理空间优势，全力支持商圈发展“深夜食堂”

“消费季”“嘉年华”等特色活动，鼓励餐饮企业延时
营业，助力城市夜间经济发展。从供需两端发力，挖
掘消费新潜力，精心办好春节和暑期促消费活动，更好
满足消费者节日消费需求。

下一步，街道将探索建立街道惠商服务中心，为企
业招引、落地服务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

全力打造楼宇党建新地标和全力打造楼宇党建新地标和““一刻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便民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