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街街道星火巷社区银龄党支部阵地——议事现场

万通路街道水岸社区新城志愿服务队布置工作任务

四千米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慰问辖区居民

大学西路街道四千米社区便民服务大厅

义和巷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

大召社区功能室

信访代办服务是呼和浩特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生动实践。为把信访“连心桥”的政治功能运用好、发
挥好，呼和浩特市在市、县、乡、村四级全面推行信访代办制，
以全市1387个实体化矛盾纠纷化解联合服务中心为依托，全
面强化矛盾调解、普法宣传、心理疏导、信访代办等功能，努
力实现问题在群众家门口得到解决。

“这个事已经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幸亏有你们，要不然
邻里之间难免发生争吵。”一位居民拉着新城区迎新路街道幸
福小区展北社区党委书记、信访代办员郭畅平的手感激地说。
此前，幸福小区有居民饲养鸽子影响他人休息，郭畅平和社区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联合辖区派出所、城管、
物业等相关单位一起开展调解工作，妥善解决了此事。

这是呼和浩特市全面推行信访代办服务、延伸工作服务
范围，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群众诉求能够及时回应和处理，依托矛盾调解中心，

全市所有社区均设置信访代办窗口，组建了1939人的信访代办
员队伍，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

2024年，呼和浩特市累计排查矛盾问题 2396件，代办事
项 3188件、化解 3088件。市、县两级领导干部，共接访 2429
批次 13874人次；化解 539批次。其中市级领导接访 105批
次，322 人次，化解 91批次；旗县区总计接访2324批次13552
人次，化解448批次2816人次。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基层
得到有效关注和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破浪前行风帆劲，奋楫争先正当时。2025年，在“十五
五”规划谋划实施的重要节点上，呼和浩特市将继续深入贯
彻中央社会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持续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
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心坎上，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奋力开创首府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党建工作是新兴领域发展的“定海神针”。市委社会工
作部将党建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按照“应建尽建”原
则，推动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通过排查摸底、信息比对
等方式，查找“口袋党员”“隐形党员”，批复成立5个流动党员
支部，将100余名流动党员纳入党组织管理。同时，选派2225
名党建指导员深入基层，消除党建工作的“空白点”和“盲
区”，使“两新”领域“两个覆盖”达到100%，筑牢了党建根基，
增强了新兴领域的凝聚力。

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提升党组织战斗力的关
键。市委社会工作部精心从各旗县区选定100名优秀社区书
记、党务工作者聘为党建工作指导员，推动党建与经营深度
融合。2024年，1个支部荣获自治区级坚强堡垒模范党支部
称号，2个党组织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1名快递员
被评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1个案例入选全国“2024年度百个
新兴领域党建创新案例”。

这些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党务工作者们辛勤付出的肯
定，更是对全市“两新”领域党建工作的高度认可。

“停车、吃饭、睡觉、洗澡这些平常事，放在以前我们根本
不敢想，现在有了司机之家，我们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还能
享受到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太方便、太好了！”经常奔波在长
途运输线上的货车司机们说起“司机之家”赞不绝口，脸上写
满了喜悦。

为满足新就业群体“充充电、喝喝水、歇歇脚”的需求，市
委社会工作部指导各旗县区将“红蜂驿站”“青城驿站”“司机

之家”等友好场景的位置信息录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
电子地图应用软件，极大提高了友好场景的知晓度与可达
性。目前，全市共有“红蜂驿站”175个、“青城驿站”270个、

“司机之家”4个，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累可歇脚、渴可饮水、
热可纳凉、冷可取暖、雨可栖身、伤可用药、餐可优惠、闲可社
交、学可支持、难可协调的“十可”暖蜂服务，已累计服务
28000余人次。

为了更好地服务新就业群体，用政策保障其合法权益，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印发《关于持续开展工会常态化就业服务
工作的通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 14部门
研究出台的20项关爱服务举措；呼和浩特市快递行业党委与
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快递行业推进
劳动合同制度专项行动方案》，推动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全日
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比例达 90.7%，切实维护了快递小哥的
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两新”工委还在持续
整合医疗、司法等资源，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通过“服务直
送+需求直通”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

走进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心，门侧设置的“律兜”法
律服务平台可实现在线法律咨询、业务办理和在线学法等功能，
外卖骑手张强正在屏幕前与西安的律师沟通社保缴纳问题。

“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特殊性，我们引进了互联网无
人律所，汇集全国法律资源，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心理、法律等
方面的问题。”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心主任杨慧龙介绍说。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市委社会工作部立
足市情，从基层实际问题出发，打出了一套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的“组合拳”，奏响了基层治理的“和谐曲”。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紧扣首府基层治理实际，推动党组
织引领与群众参与深度融合，深化“党支部（党小组）+网格
员+楼栋（单元、联户）长”铁三角基层微治理体系，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目前，全市已有1415个社区（村）
建立了“小区党支部（党小组）+专职网格员+楼栋（单元、联
户）长”铁三角基层微治理体系，将党的工作延伸到每个角
落。

市委社会工作部成立一年来，认真落实基层治理和
基层减负任务，2024年，社区事务精简 26.6%，村级事务精
简 12.5%。依托“12345”热线平台，以新城区为试点探索
建立“村居吹哨，未诉先办”机制，实现“村居吹哨，多方赋
能”。

来到大学西路街道四千米社区便民服务站，居委会副主
任秦苗正在为陈大爷办理老年人高龄补贴的申领手续。“我
于2023年考入四千米社区，目前社区有包括我在内的5名大
学生社区工作者，主要负责民政、文体、养老等方面的工作。
社区工作说到底就是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只有把群众急难
愁盼的事情解决了，才能真正做到暖民心。”秦苗对记者说。

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零距离服务群
众的“前沿岗哨”。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公开选聘、精准
培训、头雁培养、激励担当等措施，科学规划社区工作者成长
路径，连续 4年统一公开招考大学生社区工作者 4000名，采
取“市编街用”方式引进 325名基层治理领域专项人才，为推
动首府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目前，全
市共有社区工作者5308人，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
作者数达到18.2名，提前完成“十四五”期末每万名城镇居民
拥有社区工作者18名的配备任务。

除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外，呼和浩特市广泛凝聚社会力
量，充分发挥其优势，共谱基层治理新篇章。外卖配送员、快
递员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风雨无阻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
小区楼栋，在服务千家万户的同时，也积极为基层治理贡献
自己的力量。

目前，市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了“小哥骑先锋”志愿服务
队，发布专项志愿服务行动，已有 3065名快递员主动到 351
个社区报到，帮助社区解决问题700余个；通过“随手拍”治理
上报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线索 3800余条，收集骑手建
议420条；依托“青城新 e站”小程序创新“暖蜂积分”制度，激
发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有效延伸了基
层治理的触角。

市委社会工作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自成立以来，便紧抓
志愿服务、信访代办、人民建议等工作，着力构建服务优质、
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用实际行动温暖群众、服务民生，不断
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围绕破解志愿服务“九龙治水、资源分散、协调不畅”问
题，市委社会工作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志愿服务“一盘
棋”工作机制，形成市委统一领导、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各
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联动的高效工作格局。

一方面，深化“党建+志愿”融合，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等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党政机关全体干部注册成为志
愿者。全市58万志愿者中，党员干部志愿者达8.6万名，真正
做到“群众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队伍就在哪里”。另一方
面，深化“高校+志愿”融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对接多所高校，
推进“返家乡”“扬帆计划”等志愿服务项目，发挥大学生志愿
者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地联动志愿服务活动。

“参与‘博博会’志愿服务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
从前期的应急救援、礼仪服务、会议服务等各类培训，到会上
为观展的游客做好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让我收获满满，深刻

认识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2024年8月，呼和浩特市
举办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市委社会
工作部协同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呼和浩特市文旅广电局招募
了 140名高校青年志愿者，薛佳就是其中之一，提起这段经
历，她仍难掩激动。

此外，市委社会工作部积极推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
理，坚持扎根社区。全市 5308名社区工作者引领 4400余名
社会工作者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协同开展专业领域社会服
务，有效整合社会工作资源力量，以点滴行动汇聚磅礴能量，
筑就服务群众“连心桥”。

在回民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志愿者们的身影穿梭
在每一个角落。每逢节假日，他们走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家中，打扫卫生、陪伴聊天，为老人带去温暖和关怀；在酷暑
时分，为快递员、环卫工人送去凉茶和防暑用品，用实际行动
提升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幸福感。

与此同时，市委社会工作部充分发挥“两企三新”领域志
愿服务力量，开展与企业业务相关的志愿服务项目，如企业
组织的环保公益行、医疗企业的健康义诊等，拓宽了志愿服
务领域，丰富了服务内涵。

党建引领，筑牢新兴领域“红色堡垒”

创新实践，奏响基层治理“和谐乐章”

服务群众，用“志愿红”绘就幸福底色

信访代办，构筑党政群“连心桥”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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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全面履职的开局之年，呼和浩特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红色引擎”为驱动，积极担当作为，探索前行。2024年3月7日，呼和浩特市委社会工作部正式挂牌成立，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市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新思路、新方法。2024年11月5日至6日，党中央首

次召开社会工作会议，为新时代社会工作指明方向。市委社会工作部深刻领会会议精神，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

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聚焦服务群众工作，书写了首府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