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题基层治理

张家湾镇地处通州腹地，镇域面积 101平方公里，下
辖57个村，常住人口约14万，是副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
域之一。

这里北邻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至环球影城，手握张
家湾古镇、设计小镇两张金名片，曾是上世纪80年代京郊
第一个亿元乡镇，拥有企业 2000余家。随着城市副中心
建设高质量推进，张家湾镇呈现出地域大、村庄多、历史包
袱重、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诸多特点，重难点诉求频发。
2019年 7月，张家湾被纳入治理类街乡镇，接诉即办成绩
一度位列全区倒数第一。

“我们直面基层治理的痛点，探索新时代的基层社会
治理路径。以‘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模式为特色，依托多
元共治实体阵地，调动各类主体下沉一线，推动协商议事、
多元共商，实现群众广泛参与。在线上，我们升级‘湾事通’
小程序，广泛收集群众诉求，群众参与热情显著提升。”张
家湾镇党委书记周丰介绍。

基层治理的逆袭有目共睹。2023年4月，张家湾镇顺
利退出治理类乡镇；2024年，接诉即办成绩实现连续四年稳
定提升，跻身全市中上游水平。

德法相彰

在基层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张家湾
镇坚持礼法结合，搭建“法情允谐 德法相彰”基层治理框架，实现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今年以来，张家湾镇聚焦“湾家好风尚”品牌塑造、试点村培育、“副
中心好市民·湾家之星”选树等紧抓“副中心有我”社会文明风尚培育，4 月份

“非遗前街 文韵新风”被评为副中心社会文明风尚培育优秀案例。“张湾我最
行 文艺大比拼”、村“BA”篮球联赛等文体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基层治理工作。

上马头村曾因历史遗留问题，群众诉求频发。在镇党委的带领下，上马头村
党支部建立了“马上议事角”，村“两委”和驻村第一书记及时了解村民的所思所
想，主动化解村民的烦心事，让村民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让德治在基层治理中深深
扎根。

德治，不仅在于化解矛盾，更在于滋养心灵、丰富精神。通过“马上议事角”平
台，党支部敏锐地捕捉到村民对于精神文化的急切渴望。于是，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文体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合唱队、舞蹈队、舞龙队、乒乓球队、篮球队……村民在
运动健身和文化滋养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些文体团队像是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村
民精神世界的大门，实现了优化村级“小阵地”提升服务“大效能”的华丽转身。

2024年，上马头村各文体团队佳绩频传，荣获市级奖项 1个、区级奖项 1个、
镇级奖项 4个，实现了上马头村近 10年奖项“零”的突破。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德
治力量在基层的蓬勃生长，更是村庄凝聚力的空前提升。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村庄的向心力显著增强。

2024年，上马头村诉求工单数量断崖式下降，近期已实现连续 10个月“零诉
求”，被张家湾镇授予“接诉即办先进单位”，并推荐为“通州区接诉即办工作优秀
集体”。2024年全年综合考评优秀。

党建引领

党建引领，是基层治理的动力。在张家湾镇党委领导
下，全镇织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推动社会
治理效能再提升。

一大早，市民王先生将车停在了太玉园东区前的停车场，
准备去附近的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号拿药。“现在这儿
环境多好啊，车也有地方停了！”

一年前，这里曾自发形成一个夜市，由此带来环境脏
乱、油烟噪音扰民、交通秩序混乱等问题。特别是入夏之
后，夜市营业时间增长、客流量增大，张湾村村民深受其扰。

群众需求就是行动命令，在通州区城指中心的指导下，
张家湾镇协调安全、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召开了
专题会。各部门积极建言献策，明确了该夜市的治理方向，
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关停，而是从根源着眼、从细节着手，
全面系统地化解难题。经现场调度，采用联合行动，做通群
众思想工作，同时村委会作为主责单位加强巡查。

村“两委”和执法人员一起约谈出租场地的村民，说服他
们退还商户租金。通过教育劝说和政策解释，当事人逐渐消
除了抵触情绪，同意配合拆除违建。市场内商户陆续签字搬
离并逐步收到所退租金，部分商户也找到了新的经营场地，
5000多平方米的空地被腾出。

空出来的地方怎么发挥最大效用呢？张湾村多次召
开村民意见征集会，大多数村民提议，将夜市改造成停车
场。2024年 5月初，停车场改造施工正式开始，历经近一
个多月的施工，曾经闹心的夜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宽敞
停车场解决了周边的停车难问题。

协商自治

张家湾还积极推进基层民主进程，实现群众自我服务与管理。2024年，
“湾事好商量”协商治理品牌项目启动，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参与基层民主协
商自治，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形成“湾家”特色协商议事机制。在这一过
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各方力量被有效凝聚起来，形成了稳
定的治理共同体。

张家湾镇西定福庄村环湖小镇小区建于2008年，共有约2万人在此居住。
虽然搬进了楼房，但一部分居民还延续着以前的生活习惯，乱堆乱放、私搭乱建、
占用绿化地私自种菜等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公共空间使用的矛盾愈演愈烈，
消防通道堵塞、停车管理混乱，邻里间矛盾频发，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势在必行。

为破解这一难题，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团队深入小区，与居民面
对面交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建议，明确突破口与重点，迅速启动清理整治。
在拆除私搭乱建时，有的群众很抵触，通过镇、村反复做思想工作，终于得到
了全体村民的一致同意。为确保公平公正，在拆除环节，镇政府还邀请人大
代表全程见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面对工作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复杂法律问
题与疑难诉求，镇政府借助法律顾问的专业力量，提供法律支持。经过努力，
该村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清理私搭乱建200余处、拆除私设地锁400个，清理
违规小菜园360处，有关市民诉求实现“清零”，充分彰显了多元力量在解决历
史遗留矛盾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小区清理后，重建与长效管理问题纳入同步考量范畴。结合居民实际需
求，腾出来的场地建设了儿童游乐设施、休闲长廊以及10余个充电车棚，配备
了500多个充电端口，有效解决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通过系统规划与
重建，小区硬件设施获得了优化升级，小区环境实现了全面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良法善治

法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张家湾坚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创
新打造“1+4+X”工作机制，持续建设1个张家湾镇综治中心，搭建矛盾化解、
服务百姓接待、地区维稳指挥、产业服务保障4个平台，整合公安、检察、法院、
司法、劳动仲裁、社会组织等多支多元力量预防化解，构建起“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格局。

张家湾镇“六小村”棚改项目是涉及 7 个村 1700 余宗宅基地的重大惠
民项目，但随着项目的推进，村民间的涉诉纠纷逐渐增多。比如，非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曾签订合同购买农村房屋，但只有具有村民身份的卖房人
能与镇政府签约，实际居住使用房屋的买房人因无法获得相应赔偿而拒
绝腾退交房。房屋买卖双方及搬迁方由此陷入僵局，搬迁工作无法继续
进行。

针对这些难题，张家湾法庭、张家湾派出所、公益律师、老赵工作室等多
元力量通过走访和摸排，分门别类处置不同案情。例如，针对不具有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仍购买村内房屋的行为人，出具“虚拟搬迁协议”和纯货
币补偿情形下的《匡算表》，以利于法院结合搬迁政策及双方对合同无效的过
错责任来确定补偿分配方案。此做法既保障了村民合法利益，又维护了司法
公平公正。

棚改期间，由多元力量组成的法律团队，持续开展群众咨询调解等
服务 300 余次，做到在法治框架下让群众满意，有力确保了惠民工程顺利
开展。

科技赋能

“忙什么呢您？”“这儿有个井盖松了，我得给‘湾事通’报上
去！”这样的对话，在张家湾常常听到。

2022年起，张家湾镇推出“湾事通”微信小程序，深化信息共建
共享机制，努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1+N”的模
式，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1”指“一网通办”，市民微信扫码上
报各类需求，紧盯“问题收集、分类处理、闭环反馈”三大关键环节，
形成闭环。“N”指“N大功能”，居民可以通过小程序实现诉求上报、
申请法律援助、预约文体活动、举报安全隐患、积分兑换礼品等各
项功能，全方位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激活居民群众参与热情。

“湾事通”微信小程序作为为民服务前端窗口，进一步畅通群众反
映诉求渠道，实现群众与政府部门、多元主体直接对话，已成为群
众服务、矛盾化解、隐患排查、活动发布的“好帮手”。

依托“湾事通”平台，行政主体、自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有机地编
织在一起，缔结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行动的规
则，通过基层治理共同体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多方面的治理力量，实
现由单一主体嵌入式治理转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自小程序上线以来，各行业、各村累计通过“湾事通”报送各类
群众诉求总计 2700余件，发布各类活动 225场，累计访问量达 2.73
万次。

2025年6月19日
星期四

4

本
版
编
辑

张
钊
齐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沙
澎
泽/

绘
制

本
版
摄
影

唐
建

领
创

记者：张家湾基层治理品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家湾镇党委书记周丰：张家湾基层治理品牌最大的特点是多元主体参与，未来，我们还要吸引更多主体主

动加入，主动作为，共商共议基层治理难题，推动“一核多元共治”机制更加完善，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记者：服务造福群众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落脚点，张家湾是如何“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
张家湾镇党委书记周丰：我们创新推出“五个一批”工作法，通过吹哨报到的方式，“一事一议”逐步化解一批；

通过引导司法途径判决一批；持续开展“以领导干部带头、村队机关干部跟上”的包村干部深入一线践行“五个一”
主题活动，主动走进化解一批；专门设立法律咨询室、调解室等，调解一批；邀请专业律师、心理学社工等多元力量
化解一批。

我们还初步构建了“三大治理力量、六类社会队伍”的社会动员体系。成立了人民调解队伍、村规民约自治队
伍、社会矛盾稳控队伍、法律纠纷调解队伍、青年志愿服务团队、中老年文艺团队六类社会动员队伍。六类队伍采
用“揭榜挂帅”方式认领基层治理任务，项目化招募社会力量参与，助力政府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基层治理主
体由“分散自主”向“协同联动”转变，引导群众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

记者：未来，张家湾还将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哪些创新？
张家湾镇党委书记周丰：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基层矛盾化解、依法行政、平安建设、协商议事等，进一步深化和延

展一核多元共治模式。着力凸显“协商议事”关键作用，高效推动群众自治程度显著提升。紧紧聚焦全镇范围内诸
如历史遗留难题、复杂矛盾纠纷以及公共利益等群众急切关注、忧虑发愁的问题，秉持“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理
念，大力推动众人之事由众人共同协商。继续推广“法治议事亭”“马上议事角”等村民说事点建设的宝贵经验，逐步
构建起一村一独特风格的村级协商议事平台。持续完善“四个走动式协商”“有事没事转一转”等切实可行的工作方
法，精心雕琢“湾事好商量”等协商议事品牌矩阵，全力促使协商议事朝着制度化、常态化方向稳健发展。

我们正在编制“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案例与工作方法集，把基层治理方面的探索
梳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未来，这些案例将在张家湾一核多元共治中心进行集中展示，希望搭建一
个交流与共享的平台，让不同地区的基层治理工作者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新方法。

漕运古镇漕运古镇、、现代化设计小镇现代化设计小镇，，一边是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乡村肌理一边是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乡村肌理，，一边是涌动着创新活力的城市元素一边是涌动着创新活力的城市元素，，城乡二元城乡二元
结构下结构下，，基层治理该如何破题基层治理该如何破题？？

近年来近年来，，张家湾镇全面贯彻落实通州区深化基层治理年和张家湾镇全面贯彻落实通州区深化基层治理年和““三大三强三大三强””决策部署决策部署，，以党建引领为动力以党建引领为动力，，探索探索““一核多元一核多元
共治共治””基层治理品牌基层治理品牌。。““一核一核””，，即党建引领即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多元共治””，，指依托多元共治实体阵地指依托多元共治实体阵地，，坚持法治坚持法治、、德治德治、、自治自治““三治融合三治融合””，，构建构建
一张全方位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基层治理网络多层次的基层治理网络。。在这张网络中在这张网络中，，政府政府、、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企业、、居民等共同参与居民等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协同合作。。

在在““一核多元共治一核多元共治””模式的推动下模式的推动下，，张家湾镇形成了强大的基层治理合力张家湾镇形成了强大的基层治理合力，，接诉即办成绩持续向好接诉即办成绩持续向好，，跻身全市中上游水跻身全市中上游水
平平，，构建起高效为民服务的治理格局构建起高效为民服务的治理格局。。

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治理创新白皮书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治理创新白皮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施君陈施君

张家湾张家湾：：““一核多元共治一核多元共治””凝聚治理合力凝聚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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