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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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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吉民发〔2011〕84号  

各市州党委组织部、政府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建委（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房产局、国土资源局、文化（体）局、地税局，长白山开发区工委党

群工作部、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国土资源局、地税局，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政府民政局、发展改

革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土资源局、文化（体）局、地税局：  

  为加快推进全省社区活动场所建设，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现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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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2011 年 12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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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实施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五有一创”工程

的意见》（吉发[2011]3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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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社区工作的整体水平，为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奠定坚实基础，现就加快全省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到 2015 年底，把全省城市社区建设成设施齐全、功能完

善的党员服务中心、居民议事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成为城市

基层组织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凝聚群众的坚强阵地。 



  （二）工作目标。把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新建、

改建住宅小区和城市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到 2015 年底，全省所有城市社

区用房面积（含活动场所）不低于 500 平方米。新建社区活动场所面积不得低

于 500 平方米。对已建成但面积达不到 500 平方米的，要通过新建、整合、置

换、改扩建和国有资产划拨等方式达标。对陈旧破损的活动场所要进行修缮改

造。对选址特别困难的社区，可以依托街道或相邻的 2至 3 个社区共建一个

1000 平方米以上社区服务中心。要把重点放在建设居民服务和活动场所上，防

止攀比办公条件的倾向。 

  二、工作措施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社区建设任务的完

成。 

  （一）推行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社区组织活动场所政策 

  1.新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连片改造居民区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省
有关标准和要求，将社区活动场所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的配套建设指标对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对不

符合规定配置标准和要求的不予批准。 

  2.建设、规划等部门要把为社区配建活动场所，作为开发项目审批的前置

条件，待街道社区签字盖章后，方可予以审批。国土资源部门必须保证在有偿

使用土地范围内的社区组织活动场所划拨用地。 

  3.凡是未按规划设计要求建设社区组织活动场所，不得通过规划验收，商

品房不得预（出）售。 

  4.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在规划许可、土地出让、施工许

可、房屋产权证发放、预售许可等环节实行源头控制、相关环节牵制、多部门

联检验收，确保配套建设政策落到实处。 

  5.单位型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性服务用房，原则上由单位无偿提供，单位

特别困难的，当地政府适当给予补助。 

  6.老城区和村改居社区活动场所不足，短期内没有开发项目的，可由各级

政府加大投入，通过新建、购买等方式解决。 

  （二）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 

  1.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愿无偿配套提供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的

建设及相关费用，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对企业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社区建设

的捐赠支出，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国有土地可以通过划拨的形式投入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

设，资产划拨所产生的税费可以按规定免除。 

  4.对社区建设中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留用部分原则上免收，服务

费用按成本收取。 

  5.对社区建设中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地方留用部分，可用于社区建设中符

合国家规定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1.各县（市、区）是社区活动场所建设的投入主体，要建立完善财政投

入、整合资源、政策扶持、各方社会力量积极支持的社区建设投入机制。 

  2.要把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进行

投入倾斜，将其纳入财政支出预算，保证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必要的经费。 

  3.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在省级预算资金中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社区

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对按时完成社区活动场所建设任务的地区及

时拨付资金，对未按时完成任务的地区扣减或取消资金。 

  （四）其他政策支持 

  1.对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以及场地设施，县（市、区）政府负责统一协调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产权为政府所有。省、市、县（市、区）组

织和民政部门要建立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档案。要加强社区办公用房和活

动场所的管理，充分发挥服务群众的作用，对变卖、抵债、抵押、出租、侵占

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2.对社区办公和服务设施的水、电、煤气、电信等费用，各有关部门要按

民用标准收取。 

  3.民政部门要加快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覆

盖；体育部门要对社区健身路径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支持力度；文化部门要积

极支持社区图书室、阅览室建设；组织部门要加快社区党员远程教育站点覆

盖。 

  三、组织领导 

  全省社区组织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建设要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各级地方党

委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各级地方党委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具体

指导，确保社区活动场所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一）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各地要把改善社区办公和活动条件作为创先

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抓好落实。 



  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和县（市、区）党（工）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落实领导包保、部门帮扶责任。各级组织部门要按照党委政

府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抓总引领作用，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指导作用，

认真制定工作规划，协调有关部门落实配套政策。各级发改、财政、住建、税

务、国土等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确保社区建设任务的完成。 

  （二）加强指导，搞好宣传。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

加强检查指导，建立台账，实行建账销号制度，定期检查各地工作进展，并进

行排名通报。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推进工

作开展和落实。 

  （三）考核评比，严格奖惩。要把社区组织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建设作为

城市基层基础性工作纳入市（州）和县（市、区）党委重要工作内容，在县

（市、区）书记党建述职、党建责任制考评中作为重要内容加大权重。要把社

区组织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建设情况作为评价创先争优活动成效的重要依据，

作为评选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市（州）、先进县（市、区）和先进基层党组

织，以及省级和谐社区示范单位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不力、没有完成目标任务

的地方党委和工作不积极主动的部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