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袁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抢抓省委省政

府对乡镇明责赋权机遇袁以整合
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应急救援力

量改革为抓手袁扎实推进全州乡
镇野一张清单明权责尧一颗印章
管审批尧一支队伍管执法尧一体
协同强治理冶的野四个一冶改革袁
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尧基层权力
给基层尧基层事情有人办袁基层
治理有效果袁以野改革之力冶夯实
野基层之治冶遥

明权责袁
完善乡镇职能职责体系

全州按照省委省政府向乡镇

赋权扩能工作安排，以“一乡镇一

清单”模式推进乡镇明责赋权扩

能改革。依法将国家和省级法律

法规规定的 82项、楚雄州地方性
法规规章明确的 26项法定职权
事项赋予乡镇全面承接，形成 108
项《楚雄州乡镇行政职权基本目

录》。按法定程序将部分县级部门

行政职权赋予乡镇，全州 103个
乡镇全面承接共性目录清单中行

政职权 105项，在可选目录清单
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37项行
政职权承接，全州 103个乡镇平
均承接赋权事项 135项。

建立赋权事项动态调整机

制，一年一次对赋权事项按程序

进行摸排、评估、动态调整，形成

“监督+评估+动态调整”模式加
强监管，确保乡镇权责清晰运行

顺畅、赋权有效精准。目前，全州

103个乡镇已完成第一批动态调
整工作，共动态调整事项 1036
项，平均每个乡镇调整 10项。全
面厘清乡镇与县市职责边界，实

行乡镇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

项目录清单制度，建立健全乡镇

职责准入制度，健全完善乡镇职

能职责体系，有效解决乡镇履职

错位、越位、缺位等问题，切实为

乡镇“松绑”“减负”提效能。

建队伍袁
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针对基层执法权责不清、多

头执法，执法“缺位”“越位”，看

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管不好

等治理盲点，以及基层救援力量

薄弱、设施重复建设、资源分散、

信息脱节、防灾减灾任务繁重等

问题，每个乡镇组建不少于 5人
的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执法日

常工作，推行“一支队伍管执

法”，一体统筹，一体执法，做到

管执分离、综合执法，推动基层

治理更有力。

按照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

加经费投入、不增加基层负担的

原则，整合乡镇安监、林草、消防、

水利、气象防雹等人员，分散在政

法、消防、林草等 10条线乡镇末
端经费，分散在应急、消防、气象

等部门的防火防汛防雹应急处置

装备，组建规模不少于 15人乡镇
综合应急救援队，构建“综合执

法+应急救援+基层治理+服务发
展”一体协同工作机制，推进队伍

“一队多用、一专多能、一岗双职”

建设，打造具有执法队、抢险队、

救援队、巡防队、服务队、宣传队

“六队一体”综合治理力量，达到

阵地合建、人员合用、物资共享

的“1+1+1跃3”末端治理效果，实
现乡镇就近快速处突应急救援，

推动基层治理齐抓共管。

成立综合行政执法队、应急

救援队以来，通过整合资源，创

新运行机制，集镇私搭乱建、农

贸市场“脏乱差”、集镇占道经

营、车辆乱停乱放、农村住房违

建、村组污水乱排乱放、节庆活

动秩序混乱、森林和民房火灾频

发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事后处

罚逐步向事前监督转变，对违法

行为防早打小，构建高效、公正、

文明的行政执法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队、应急救援队逐渐成为基

层治理的服务平台、违法案件的

消防站、群众生命财产的守护中

心、群众办事的流水线、政策法

规的宣传部、矛盾纠纷的调解

室、乡风文明的倡导员、服务基

层群众的桥梁。

优服务袁
聚焦群众关切改革惠民

针对基层群众办事进多门、

跑多次、跑得远等难题，以问题

为导向，全州 103个乡镇加快推
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建设，实行审批服务场所集

中、审批服务事项集中、审批服

务力量集中，村（社区）均设立了

便民服务站，受理与群众息息相

关的民生服务事项，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服

务，解决群众烦心事。将乡镇行

使的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办事

机构、办事人员统一集中到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办公，实现

审批服务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跑一处”。

立足企业和群众需求，动态

调整公布乡镇、村社区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精准编制“一看就懂”

的办事指南，优化办事流程、精

简内流环节。将功能单一的窗口

优化升级为综合性服务窗口，实

行“前台+后台”快捷办公模式，审
批服务“一站式”。改革前办个老

年证都要往县城跑，现在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老百姓建房子，以前

需要往返多次跑、多处跑，而现在

只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乡镇就会

按照工作流程，在 10个工作日内
完成宅基地审批、规划审批、公

示、办证。

强保障袁
赋能基层提升治理能力

针对基层资源稀缺、资源不

足、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等问题，全

州整合各级各部门资源，大力推

动人力、财力、资源向乡镇下沉，

强化审批服务执法救援机构顺畅

运行保障力度，全州 103个乡镇
实现“有集中场所、办事机构有

编制人员、工作有经费保障”，基

层“小马”逐步实现“有料吃”、

“长得壮”。

人员编制下沉，统筹 371 名
编制下沉到 103个乡镇，用于补
充乡镇执法及救援等工作力量。

执法力量下沉，建立派驻机构干

部统筹管理办法和考核评价办

法，明确派驻乡镇的各类执法队

伍统一由乡镇党委、政府指挥调

度，保证下沉的执法力量乡镇能

够管得住、用得好。经费支持下

沉，州财政下达 20个扩大基层
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重点乡

镇工作经费 200万元。下达“四
个一”改革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工

作专项经费 1030 万元，10 县市
配套下达 103 个乡镇改革工作
经费 756万元，用于 103个乡镇
开展“四个一”改革工作所需装

备采购、业务培训、外出执法、救

援保障等支出。执法车辆下沉，

永仁县采取县财政统一采购的方

式为 7个乡镇配备了执法专用车
辆，禄丰市采取从市级部门连车

带编划转的方式为 14 个乡镇配
备执法专用车辆，其他 8县市采
用乡镇在目前使用的公务用车中

指定一辆作为综合执法车辆保

障。业务帮带下沉，建立健全县级

有关部门指导乡镇开展审批（服

务）、执法、应急救援等工作的包

保指导帮带监管制度，不断提高

乡镇审批（服务）、执法、应急救援

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从县市赋权

部门选派业务骨干到乡镇驻点手

把手指导帮带乡镇开展业务，提

升乡镇赋权事项承接能力，如永

仁县派出 17名业务指导员蹲点
乡镇开展“传帮带”业务指导 3个
月的方式提升乡镇对新业务的履

职能力，元谋县采取乡镇选派骨

干到县级行管部门跟班学习的方

式提升事项的承接能力。同时，在

人才、装备、技术、网络端口等方

面给予乡镇履行相关事项权限支

持和保障。

强化培训提升乡镇承接能

力。各县市制定实施《乡镇明责赋

权扩能前期、中期、后期培训方

案》，根据乡镇实际需要每季度对

乡镇开展一次审批（服务）、执法、

应急救援等相关业务的培训，采

取“综合培训+业务培训+专项培
训”、跟岗培训、“点对点”专项培

训、下派指导等方式，不断提升乡

镇干部业务能力，全州分批分层

组织开展综合业务和实操培训

565场 8431人次。
集中开展行政执法实操培

训，各赋权部门围绕赋权执法事

项，将基层治理中频发的违法案

件以视频、教材等形式制作成典

型案例，供各乡镇参考学习。乡镇

结合工作实际，梳理上报一批违

法线索，县市赋权部门成立了由

分管领导带队的指导组深入到乡

镇一线开展“面对面”“手把手”

“一对一”的现场教学，持续做好

执法事项实操培训，辅导基层人

员开展执法，现场教会乡镇执法

人员开展执法，确保乡镇执法事

项赋权“接得住”“会执法”。

渊据云南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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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以改革野小切口冶探索基层治理野新路径冶

7月 31日上午，山东省青岛
市城阳区东果园社区服务中心，

一堂社区大学文化“两创”的专题

培训课正在火热进行：60多位老
人一起听传统文化课、做课桌操。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在

人。2023年以来，城阳区以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为切入点，突出社

区、学校两个重点领域，抓住“一

老一小”两个关键群体，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基层德治

善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我们精准聚焦家庭、家教、家

风，针对老年人群体，研发‘1+N’
文化‘两创’特色培训课程，坚持

讲好‘一堂课’、开展‘一节操’、

做好‘一餐饭’，培育孝老爱亲、

崇德向善的社会新风尚。”城阳

区委党校副校长周崎表示，截至

目前，已有 179个社区规范化开
展“一堂课”，受益群众达 10 万
余人次；290 多个社区常态化开
展“一节操”，占全区社区总数的

95%以上；建成 55家助老餐厅、
84个助餐点，开展百家宴、邻里
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去年 11月，东果园社区开
办第一期文化“两创”课堂。“第

三期后，我们就改为每天常态化

开班。来参加活动的学员中，最

小的 57岁，最大的 87 岁。截至
目前，已经有 200多人参加。”东
果园社区大学带班老师牛雪梅

告诉记者。

“文化‘两创’进社区一系列

活动，帮助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家庭、邻里关系更加和睦，小区

氛围更为融洽。”东果园社区党

支部书记牛同光说。

在“一小”这端，城阳区以

“三项行动”为载体。“我们在全

区中小学全面开展以经典诵读、

光盘行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为

重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四级

调研员徐宁介绍，城阳区 2023
年创建省级书香校园 2所，还获
2024年“山东省中小学生经典诗
词阅读”省优秀组织单位；40余
所学校成立中医药社团，开展中

医药文化科普活动 500余场。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

治理，关键在于用群众听得懂的

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转

化和发展“活性”。

在城阳区，每天跳上一节拍

打养正操，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

新时尚。“拍打养正操一节 15分
钟，参照中医经络走向，以拍打

人体穴位为主，以‘夫妻和谐、兄

友弟恭、互敬互爱、家和万事兴’

等家庭美德理念为音乐口令。”

周崎说。

“拍打养正操推出后，受到

居民广泛欢迎，很快在街道 60
个社区实现全覆盖，日均参与居

民 5000余人。”夏庄街道党工委
宣传统战委员矫超说。

而在城阳区国城小学，依托

本草园等校内文化基地，通过种

植与观察、炮制与加工、制作与

体验三个模块学习中医药文化。

“学生们亲手种植中草药，通过

查阅资料和观察触摸，了解不同

中草药的外形特征和药用价值，

在实践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

大精深。”城阳区国城教育集团

总校长郝玉芹介绍。

以文化人，“化”是出发点和

落脚点。城阳区的实践证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流亭街道东蓝家庄社区，

居民王素玲在哥哥去世、嫂子改

嫁后，一直抚养两个未成年的侄

子。然而在社区改造时，王素玲

认为自己这些年为侄子付出很

多，两个侄子的安置房中理应有

自己一份，侄子们却反对，从此，

两家人互相埋怨，不再来往。社

区开展文化“两创”系列活动后，

王素玲积极参与，耳濡目染，很

受触动。于是，她找到社区党支

部书记表示，“当初照顾孩子的

心很纯粹，现在闹成这样，失去

了亲情，现在想通了，房子不要

了，全部给侄子。”

“以文化人”之功，从城阳人

的好口碑上也可以看出来：2023
年，城阳区选树推荐市级以上道

德模范 33人，位列青岛市第一，
道德模范获评数量、层级取得历

史性突破。 渊据叶大众日报曳冤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聚焦“一老一小”，推动文化“两创”进社区进学校

野以文化人冶融入基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