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诉即办”
社会治理新机制典型案例

宛平街道宛平城社区位于卢沟桥畔，辖区面积1.94平方公里，涵盖了城内街、桥西街、城
北街3大平房片区，居住大院247个，常住人口3096人。

宛平城社区呈现“两多一难”特点。群众诉求多：宛平城建成年代已久，无市政排水管线
和燃气管线，基础设施落后，群众对道路、停车位、电动车充电桩等方面诉求日益增多；有文物
保护要求，严禁居民翻建住房，部分房屋因年久老化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漏风漏雨等状
况，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强烈。重大活动保障多：多年来，社区党委承担着“七七”“九三”

“卢沟晓月”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的政治任务。精细化管理难：辖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以
平房院落为主，农居混杂、村社共管，同一院里户与户、甚至同一户里的人与人，隶属都不一
样，既不好管也管不细。

为有效破解“两多一难”的问题，社区党委在街巷长制基础上，以地域、院落为单位，打破
了村、居二元管理体系，创新发展出“院儿长制”，形成了“街长—片长—巷长—院儿长”的社会
治理责任链条，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合力攻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举措
“院儿长制”经历了 4个阶段，从吸纳“意见领袖”到搭建“院儿长议事厅”，到争当基层“一面

旗”，再到“院落共同体”，实现了不断地突破和升级。

“刺儿头”变“服务员”“院儿长制”崭露头角

“院儿长”的产生要从一件“棘手”事说起。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区机动车数量
与日俱增。由于宛平城内胡同狭窄、无物业单位、车辆管理不规范，停车成为“老大难”问题。不
少居民反映“停车位不好找，车没地儿停”“乱停乱放，早晚进出都费劲”“车没在，还用‘僵尸车’抢
占公共停车位”……为更好地收集民意，社区党委按照院落分布位置，让群众推选出4名“居民话
事人”，代表大家提意见。过程中还有不少热心居民主动收集民情民意，整理集体诉求，跟进事项
进展，既当“信息员”又当“管理员”“监督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城门出入口引进了车辆识别系
统，增设了临时停车场，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顺利解决。

此次事件中的“居民话事人”就是社区最早的“片儿长”，“意见领袖”就是最早的“院
儿长”，“院儿长制”初具雏形。

搭建“院儿长议事厅”群众反馈问题有了新途径

随着“停车难”问题的顺利解决，“院儿长”得到广泛认可，有事找“片儿
长”“院儿长”逐渐成为习惯。哪里的路灯不亮了、道路有不平了、下水道不
畅了、危树需要修剪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通过“院儿长”反映并得到了
解决。为进一步畅通诉求反馈渠道，提高办事效率，社区党委开设了实体

“院儿长议事厅”，建立议事规则和机制，定期召开居民代表会，了解居民
诉求，回应民生关切。

城内街通往公厕的胡同，路面破损、坑洼严重，几位“院儿长”向社区反
映后，从协商到施工仅 5天就实现了正常通行。城内居民电动车集中充电
需求多，但又因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具备建设大型集中充电桩的条
件，“院儿长”们耐心向居民解释，并积极督促社区在现行条件下解决问题，最
终通过反复讨论对比方案，顺利安装可集中充电桩口36个。

有了“院儿长议事厅”，群众反馈问题有了新途径，诉求解决有了新成效。

“院儿长”以身作则 争当基层“一面旗”

宛平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为加强文物保护，禁止居民翻建住房。2019年解危
工作启动以来，社区党委依托“院儿长制”，充分收集民情民意，设立解危腾退临时党支部，告知政策
规定，及时同步事项进展，确保公正公开，推动了宛平城三期解危腾退工作，实现居民自愿腾退。

吴玉华是在宛平古城里住了 45年的老居民，也是城内街西北片“片儿长”和南后街 54号院
“院儿长”。每每提到“院儿长制”，他总是说：“大伙儿信任我，选我当‘片儿长’‘院儿长’，既是一
种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得带好头，把我们的大院儿建设好。”在各大活动期间，他们有事
儿上、有困难上：“‘院儿长’不仅是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更是一面旗。”

在“院儿长”的影响带动下，居民主动配合社区开展工作，党的方针政策在古城中落地生根。

以“院儿”为家 凝聚成为“院落共同体”

宛平城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每一个院落都是一处文化栖息地。在社区党委的统筹组织下，
“院儿长”互相沟通协调，深挖传统文化精髓，创办了“院儿里节日”特色系列活动。“清明寄哀思，
巧手绘纸鸢”“祥瑞端午，粽情宛平”“浪漫七夕，爱在宛平”“缅怀英烈，敬献花篮”等节日活动，通
过“院儿长”的口口相传，得到了居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提升了古城居民的文明素养。
宛平城社区更是荣获第十二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社区”称号。

不仅如此，社区党委还通过“院儿长”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大美宛平，环境先行”“我家街巷最
好看”等特色活动，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乐享其中，不断激发居民群众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营造“社区是我家，幸福靠大家”的浓厚氛围。

不论是居民还是村民，宛平城真正成了大家的家，打造出了“院儿里的幸福生活”。

成效
完善了基层治理体系

“院儿长制”延伸了街巷长制的末端，形成了“街长—片长—巷长—院儿长”的
社会治理责任链条，进一步健全了辖区网格化管理。各个“院儿长”化身居民的“大
家长”，对院儿里的燃气罐、机动车数量，灭火器、消防栓位置，每家每户的人员构
成、院内房屋使用、外来人员情况、特殊人群情况都了如指掌，为精细化、便捷化管
理奠定了基础。

打通了村、居二元治理难题

“院儿长制”以地域为单位，打破了村、居二元管理体系，在收集民意、解决问
题、日常管理的过程中，兼顾居民和村民的意愿和建议，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形成
了院落治理总动员、齐参与，居村联手、村居共建的良好局面。

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统筹能力

以“院儿长制”为基础，社区党委建立了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党组织联系党
员、党员联系群众机制，畅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渠道，实现居民有需求、社区

有响应、服务有成效。社区党组织在推动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社会和谐
中持续锻造提升，2021年荣获“北京市先进社区党组织”称号。

实现了重大活动保障的“零失误、零差错”

宛平城作为国家抗战纪念活动的重要承载地，社区党委始
终以重大活动保障彰显政治担当，9年来圆满完成了各级各类
重大政治活动保障 26次，2021年荣获了“平安中国建设先进
集体”称号。

启示
多元共治是基层治理、基层善治的必然要求

“治理”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多元”，特别是近几年在基层，“行政力量包天下、一
套方法管所有”的形式已不管用，更多凸显的是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院儿长制”和“院儿长议事厅”，正是从理念、主体、方式、载体多个层面、全
方位的“多元化”，有效落实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
道”“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的工作要求，实现了上面千条线、
下面也有“千根针”的状态，以多元共治推动基层善治。

统筹协调是破解城乡二元管理的有效方式

城乡混居区域的主体多元往往因诉求不一，难以兼顾；权责有限，管理存在盲
区。如何实现有效配合、有序解决问题，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是关键。社区党委注
重调动辖区力量，丰富社区服务资源；用好居民议事协商平台和机制，发挥民情收
集和政策传达的双向作用；丰富活动形式，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对社区的归
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细化网格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巧手妙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
理平台”，“院儿长制”的落实是平房区网格管理的现实探索，是服务居民群众的“最
后一米”。社区党委通过将网格工作人员、“院儿长”进行“1+1”结合，充分发挥“院
儿长”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进行网格搭桥、划域明责，凝聚治理合力，将工作
触角延伸至每院、每户，为治理服务“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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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街道：用“院儿长制”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社区举办邻里节活动社区举办邻里节活动。。

便民电动车充电站便民电动车充电站。。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社区干部进行预防社区干部进行预防
煤气中毒的宣传煤气中毒的宣传。。

非遗纸雕灯亲子制非遗纸雕灯亲子制
作活动让孩子零距离感作活动让孩子零距离感
受非遗之美受非遗之美。。

社区组织党员参观社区组织党员参观““红色宛平红色宛平””展览展览，，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修养。。

志愿者开展入户安全宣传活动志愿者开展入户安全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