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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民议字〔2020〕16号 

王**： 

  您提出的《关于我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区工作暂行办法>的建议》收悉，
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根据国家和我省现有社区治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制度，以及社区工作发

展现状，我厅认为暂时不宜出台《社区工作暂行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考

虑： 

  一、国家层面没有出台专门的社区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地方社区工作

暂行办法，缺乏上位法的支撑。 

  二、国家已经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程

序。据我们了解，修订后的法律将增加社区建设的相关内容。因此，在国家颁
布实施法律之前，不宜出台有关社区建设的地方条例。 

  三、近年来，中央和省委以及省直相关部门围绕社区治理已制定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意见，社区的范围、设立程序、职责任务、经费来源、相关保障、队

伍建设、考核奖惩等内容已在相关政策意见中得到明确。 

  再次感谢您长期以来对社区工作的关注、关心和支持。 

  附件：吉林省社区治理工作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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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区治理工作相关情况 

  截止到 2020 年 3月，全省共有城乡社区 11312 个，其中城市社区 1970 个

（含乡镇社区 463 个），村委会 9342 个（其中农村社区 8115 个）。近年来，
省民政厅紧紧围绕社区治理主线，狠抓政策创制和重点难点问题突破，社区治

理工作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制定出台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工作提供政策支撑。

2010 年 12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工

作的意见》（吉政发〔2010〕37号）。2011 年 12 月省民政厅等 9部门出台了

《关于加强全省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2014 年 4
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联合出台了《关于提高全省社

区工作者待遇的意见的通知》。2017 年 9 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省民政厅印发了《吉林省民政厅关于

印发<全省“幸福社区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民发〔2017〕64 号）。

2017 年 12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

见》（吉发〔2017〕36 号）。2019 年 11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乡镇街道机构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

（吉办发〔2019〕43号）。2020 年 4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夯实社

会治理基础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社

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吉办发〔2020〕18 号），为加强和完善社区

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 

  二、深化社区治理实践，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为加强社区治理

创新指导，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省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工

作的通知》，积极推动各地探索形成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指

导、推荐长春市南关区申报 2017-2018 年度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
经验；加强社区治理队伍建设，依托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对全省城乡社区工作者

进行培训，并承办了民政部、中宣部 2期全国社区工作者培训班；组织 12 个社

区的社区干部参加了全国“大家小官”演讲大赛、举办了全省基层政权建设和

城乡社区治理培训班，基层民政同志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加强城乡
社区治理典型培育，长春市南关区龙兴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亚兰荣获 2018 年度全

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称号；完成了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事

迹巡回报告会协调筹备工作，组织 600 余名社区干部参加报告会，强化了广大

社区工作者学先进、守初心、担使命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区治

理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基层自治机制建设，推动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完善。一是落实景俊

海省长指示要求，牵头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群众参与机制高质量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工作推进机

制和具体举措。二是注重发挥道德力量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中的积极作用，以民政厅名义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城乡社区实施“道德银行”

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丰富基层自治实践载体，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有
机结合。三是起草了《关于贯彻落实民政部等七部委〈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并以省直 7 家部门名义印发，就做好村规

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目前各地正在有序组织实施，计划到 2020

年年底全省所有村、社区实现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全覆盖。四是推动省人大修

订《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吉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吉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

法》，并列入我省 2020 年立法计划；以省政府名义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村委会和居委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实现了 2021 年全省县乡村居

同步换届。 

  四、合理确定社区任务职能，扎实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社区居委会是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职责是依法组织

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

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但在实际工作中，上面千条线，社区“一根针”的现

象依然存在，为切实减轻社区工作负担，2015 年省民政厅印发的《省民政厅 

省委组织部转发<民政部 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的通

知》（吉民发〔2015〕44 号）明确规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有关规定，以市（地、州、盟）为单位制定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实行社区工作

准入制度。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不得转嫁给社区；应由社区协助的事项，应当为社区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

件。社区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指标，以及社区作为责

任主体的执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项，原则上一律取消”。

2017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吉
发〔2017〕36号）规定：对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且社区有能力提供证明的，方

可使用社区印章。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证明核实

事项不得要求社区出具证明。2019 省政府年出台的《关于深化乡镇街道机构改

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19〕43 号），规
定要“严格实行权责清单和准入制度”。2020 年 3月，民政部、发改委、公安

部、司法部、人社部、卫健委联合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法确定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有关

事项，建立了《不应由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但是，社区减负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要求高，需要党委、政府统一

领导安排部署，形成合力和长效机制后才能真正把社区减负落到实处。 

  目前看，社区组织承担的工作任务过重过杂，与其工作性质、人员配备和

经费保障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社区一线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人员力量经费不足尤其突出。下一步，民

政厅将继续指导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
见》（吉发〔2017〕36 号）精神，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宗

旨，着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建设幸福、和谐、文明、美丽的社

区而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