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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广州市镇街全域服务治
理试点初见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
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对标总书记要
求、世界一流城市现代化治理及高质
量发展实践，为补齐广州城市治理短
板弱项，广州市于 2021 年 11 月出台

《开展镇街全域服务治理试点工作方
案》，提出“全区域、全周期、全要
素”的全域服务治理模式，将试点工
作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市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报告和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
工作安排，2022、2023 年在各区共选
定两批 28 个镇街开展试点工作。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全域服务治理的影响
力不断提升，吸引兄弟城市和媒体广
泛关注。主要做法有：

——党建引领，筑牢战斗堡垒。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
效能。如荔湾区桥中街道融合建设三
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综治中心） 统筹开展基层党
组织建设、综合治理、公共服务等工
作。

——科技赋能，推动效率变革。
推动城市治理手段革新，在试点区域
开展“新基建”，打造智慧化城市治理
平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如白云区三元里街建立智慧运营调度
中心，融合党建、城管、安防、政务
等十几个领域管理事项，结合“云报
事”小程序实现人、机、场景“一网
统管”，实现精细化、常态化治理。

——集约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试点镇街整合基层事务性、服务性工

作并委托一家企业实施，解决基层治
理“多龙治水”问题，通过开放场
景、资源置换、公共服务、城市运营
等反哺服务治理，既不增加政府投入
也让企业有收益、留得下。如越秀区
大塘街试点企业市城投集团统筹开展
老旧小区改造、环卫保洁、公共服
务、综合巡查等事项，盘活闲置空地
建设停车场、增设充电桩实现创收。

——以人为本，打造宜居城市。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诉求，着力
解决市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动群
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如增
城区增江街东湖社区开展静态停车管
理，有效解决乱停放、挤占车位等矛
盾纠纷；黄埔区鱼珠街瓦壶岗社区把
居民议事会开到榕树下、凉亭里，与
小区居民共商共议社区微改造的每个
环节与细节，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二、镇街全域服务治理试点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广州市城管局调研组考察了外市
城市治理情况，发现天津市滨海新区
老旧小区改造及长效管养模式十分值
得学习借鉴。对标兄弟城市先进经验
做法，目前广州市全域服务治理试点
工作还存在以下问题：

——认识程度有待提升。部门、
镇街对全域服务治理理念普遍理解不
深、重视不够，敢于改革、突破阻力
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许多企
业对全域服务治理模式一知半解，全
域服务治理理念也尚未在社会面形成
大范围共识，试点工作有待全面铺开。

——系统观念更要增强。天津市
整合滨海新区 2000 年前交付入住的

345 个老旧小区，融合改造提升工程、
物业管理、居民服务、公共资源运营
等治理要素，彻底解决传统改造中改
管脱节、资源浪费、资金不足等难
题。相比之下，广州市试点工作在系
统谋划和统筹协调方面较为欠缺，部
门业务条块分割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如何实现长效管养也有待探索。

——动员力度仍需加大。天津市
滨海新区统筹基层治理项目及充电
桩、停车位、公房运营等城市运营项
目置换企业改造建设投入，有效动员
社会力量和企业资本参与城市治理。
相比之下，广州市试点工作对社会力
量的吸引力不足，“项目”思维较固
化，场景开放、资源整合力度还有待
加强。

——文化赋能空间较大。天津市
滨海新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充分
挖掘社区历史和特色，建设彩绘墙、
文化长廊、社区名人堂等公共文化场
所，讲好社区故事、留住居民记忆。
相比之下，广州市试点工作中对挖
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力度不足，对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缺乏思考谋划，
通过文化赋能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还有
待加强。

三、推进镇街全域服务治理
试点工作的意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一
步，广州市城管局将学好用好兄弟城
市先进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
广州实际，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等矛盾突出的区域开展好
第二批试点工作，努力打造全域服务
治理广州模式。

——凝聚共识力量。一是强化政
策引导。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讲和
解读，引导各主体正确理解“全区
域、全周期、全要素”丰富内涵，增
强开展试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二是
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形式，多渠
道呈现工作亮点，积极培育可复制可
推广案例，加强基层试点工作“亮牌
亮标”行动，提高全社会对全域服务
治理的认知度。三是加强交流互鉴。
鼓励试点镇街之间互相考察学习、开
展外市调研，进一步拓宽视野、优化
举措。四是增进行业互动。充分发挥
广州市城市服务运营协会平台作用，
组织开展更多高层次论坛、研讨会等
交流活动，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开拓创新思路。一是全区域
拓展。鼓励区、镇街深化全域服务治
理实践，将试点范围覆盖至镇街全
域，发动更多非试点区域主动践行全
域服务治理模式。二是全要素融合。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市、
区资源和管理权限的下放力度，更好
释放镇街发展治理活力；引导区、镇
街进一步整合跨部门服务治理事项，
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能，加快形成规
模集聚效应；加大应用场景的开放力
度，更好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
质量；加大对试点企业的支持、扶持
力度，加强产业导入、闲置公共资源
整合开发利用和有偿性公共服务设
施，引导企业通过区域上“肥瘦搭
配”、时序上“近赔远赚”和要素上

“盈利反哺”实现账务平衡；鼓励镇街
与企业在集团层面开展合作，提升试
点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统筹能
力。三是全周期贯穿。强化全周期管
理意识，通过项目整合、长效管养、
特许经营等方式，推动基层社区更新
改造与管养服务有序衔接，真正实现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全周期
推进。

——形成合力共治。一是坚持以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做
好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
完善基层居民议事制度、畅通居民表
达诉求的渠道，围绕居民衣食住行各
方面的实际需求开展服务，更大程度
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二是坚持将全域服务治理理念
运用到其他重点工作中。紧密围绕市
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把试点工
作与广州市“百千万工程”、老旧小区
改造、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等工作有
机融合，实现全域服务治理模式成效
赋能。三是持续发挥好市、区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作用。坚持对试点进程定
期调度，加大跨部门协调力度，更好
凝聚合力推动解决跨部门问题；逐步
完善第三方日常监督评估机制和评估
标准，每月督促各项试点任务按计划
推进。四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结
合实际调整优化试点工作相关政策指
引，吸引更多有社会责任感和具备实
力的城市服务运营企业参与试点工
作，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

——深挖文化禀赋。一是充分挖
掘试点区域历史文化底蕴。积极打造
老旧小区历史文化活化利用样板，把
老旧小区改造同保护历史遗迹、保护
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注重梳理社区发
展历史脉络，做到城市保护和更新有
机衔接。二是提升试点企业文化产业
运营能力。充分激发文化软实力，引
导试点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因地
制宜打造文化产业园、红色文旅路
线、文化集市等文旅项目，让历史文
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助力广州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

探索镇街全域服务治理新路径
文/陶镇广 张光鸿 陈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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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兴调查
研究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结合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组织全省地级以上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聚焦高
质量，共谋新发展”新时代城市治理专
题调研。历时两个月，21份沉甸甸的
调研报告如“华山论剑”般精彩荟萃。

带着为民情怀而去，扛着使命责

任而归；奔着问题短板而去，揣着创
新思路而归。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推动城市治理水平与人民美
好期盼同步提升，坚定地回答了人民
之问；用更加精细的管理与服务，打
造高品质城市，助推高质量发展，响
亮地回答了时代之问；构建新发展格
局，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清晰地回答了实践之问。每一份报告

聚焦“高质量”，谋划“本行当”，彰显了
局长们强烈的时代担当和高度的专业
素养。本报从今日起，选登 8篇极具
代表性的特色调研报告，供全省城管
系统学习借鉴。

各城管局主要负责人亲自领衔开
展深度调研，在全省城管领域树立了
榜样。而调研过程体现出来的求真务
实作风，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
动力。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创新推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广州市提出全域
服务治理构想并实施试点
一年有余。为进一步探索
全域服务治理模式，广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以下简称广州市城管局）
主要负责人带队，先后赴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
及天津市和山东省烟台市
进行了调研考察，形成深
化全域服务治理试点的工
作思路。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陶镇广接听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广州市城管局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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