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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题”归根结底是为了多路径、更高效地夯
实基层基础、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大事，不好办，那就创新工作机
制，疏通一个个堵点难点。

翻开夯实基层基础“每月一题”工作计划安排表，
可以清楚看到，西宁市重点围绕强化基础保障、优化服
务平台、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推进基层减负、完善权责
清单、优化基层治理、提升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质效、提
升服务质效、强化统筹能力、破除乡村发展瓶颈等10
个主题，以“每月一题”形式提请市委常委会研究推进，
每月专题研究1项至2项制约基层基础和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件一件解决，影响和
制约基层基础的问题一项一项销号，久久为功、持续用
力。

2023年10月19日，赵先生来电反映湟中区多巴镇
多巴一村新村巷38号的家中因附近管道受损，无法正
常取暖。接到群众诉求后，湟中区政府马上组织人员
赴村民家中了解情况，并对接华润燃气公司安排施工
队人员尽快抢修，当天修复了受损管道，实现了正常供
气……

“为群众解难题，单靠街镇社区使劲儿，往往心有
余而力不足。以前，基层政府铆足劲拉着相关部门和
自己劲往一处使。现在，‘有诉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
依据职责分级受理和办理，大家劲就拧成了一股绳。”
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街道办事处康西社区书记董谨如
是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宁市将“每月一题”与党建
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有效贯通，畅通“接、
派、办、督、评、报”等环节，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据介绍，西宁市开展“每月一题”以来，先后制定
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的若干措施》《关于
加强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宣传引导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以制度化形式规范各项工作。针对社区精细化
治理程度不高等问题，推行社区分类管理，差异化分
配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全面优化“五张清单”，将社
区各类工作事项减至 47 项，持续深化社区基层减
负。统筹整合各部门业务数据、系统程序，科学设置
分类板块，启动建设社区事务管理服务统一综合平
台，有效减少社区工作人员事项办理流程环节，破解

“平台多、不兼容、负担重”基层难题，使问题整改成
为着力推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能力素质、观念意识
转变和提升的过程。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每月一题”正是在站稳人民立场上扛牢责任、

真抓实干。当越来越有力的举措落下去，越来越扎
实的脚步走下去，基层基础一定会越来越牢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能真切地提升上
来。

西宁：“每月一题”工作法解基层难题

攻克“难啃的骨头”，绝不能仅靠某
一家，而要各部门统筹联动，大家团结起
来达成共识来解决。

2023 年 9 月以来，西宁市的党员领
导干部发现，市委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
特殊的常委会，会议采取“每月一题”的
方式，专题研究制约基层基础和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每月一题”是西宁市委从高位推动
夯实基层基础的有效尝试，西宁市委紧
扣“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工作
要求，用好基层党建“六个一”工作法，坚
持“书记抓、抓书记”，聚焦“真解决困扰
基层的难题”这一关键，高位推动夯实基
层基础各项工作落实，全力解决当前基
层基础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显著提
升基层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水平，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件一件
解决、影响和制约基层基础的问题一项
一项销号，切实做到发现、研究、督促、解
决问题，构建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各
牵头单位统筹推进，各县区各部门各单
位按职责分工配合，市委、市政府督查部
门跟进督查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
作推进责任机制。

“我个人缴纳1234元，区里为我缴纳
2341元。感谢组织关心，真正让我们有
奔头、有盼头、有干头、有劲头。”2023年
12月1日，西宁市城东区团结社区书记、
主任马燕边说边展示手机上“五险一金”

到账的短信。
马燕的欣喜正是来自于西宁市开始

实施“每月一题”时最先着手解决的问题。
在市委召开的第一次“每月一题”常

委会上，《强化基础保障》被第一个纳入
了议题，会议印发《关于推行社区分类管
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开展社区分类管理
及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差异化分配。

“我们已补发2022年度社区工作者
取暖补助（55.93 万元）并足额保障 2023
年度取暖补助（121.29 万元）。同时，已
从 11 月起按照企业职工的标准及方式
为全区 315 名社区工作者落实‘五险一
金’。”城东区民政局副局长刘璇告诉记
者，“此外，将社区干部与全区干部统一
纳入疗养范围，已组织12名社区工作者
参加市、区两级疗休养，组织社区干部进
行了一轮全覆盖体检，社区干部的获得
感进一步提升。”

从去年 9 月开始，市委常委会已经
采取“每月一题”的方式，聚焦“解决真问
题”，坚持“精准精细不搞大呼隆”，截至
目前，先后就《强化基础保障》《优化服务
平台》《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展开了专题
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目前，西宁市已全覆盖缴纳社区干
部“五险一金”，全面落实基本报酬、绩效
报酬和冬季取暖补助，全市1680名社区
基层干部全部完成体检任务，体检率达
100%。

“每月一题”推动真解决基层难题，
高兴的不仅是基层干部，受益的更是群
众，他们发现基层破解难题的底气和信
心增强了，以前不好办的事情变得好办
了，以前很久才能解决的问题办起来更
顺畅了。

东府嘉和小区始建于2012年，因开
发建设单位未能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
续，导致小区3242户业主不动产证无法
办理，严重影响了住户求学、房屋买卖等
实际需求。

过去，面对盘根错节的矛盾、机制体制
上的障碍，基层干部只能干着急。在“每月
一题”的牵引下，西宁市委将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实践，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各市级领导包案推
动，常态化下访接访，及时调度解决瓶颈问
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协
调，通过向开发建设单位发函、深入现场
下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督促开发建设
单位加快办理进度，同时，多次与省住建
部门沟通加快该项目房屋竣工备案手续
办理，与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协
调加快办理该项目“期转现”手续（预售
期楼盘转为登记现楼盘），协调测绘部门
先行出具该项目测绘成果与搭建楼盘，
以完善项目首次登记前的相关建设手
续。目前东府嘉禾小区已完善相关竣工
验收手续，不动产登记部门已办结该项
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
次登记，该小区3242户业主已陆续申请
办理不动产权证，650户业主已经拿到了
不动产权证。

历史遗留项目更是要有法可依、有规
可循。在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中，2023年5月，西宁市成立了市级化解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目标任务，全面开展化解工作。9月
份，房产证办证难被纳入西宁市委市政府

“每月一题”重点督办项目，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负总责，各市级领导包案推动，常
态化下访接访，及时调度解决瓶颈问题，
以上率下、示范带动。

同时，及时研究制定《西宁市关于化
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动方
案》《西宁市关于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
留问题的若干措施》，从七个方面提出15
条具体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
措施，同时，配套制定出台《关于化解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充通知》等多项
文件，进一步夯实政策依据，第一时间启
动了“证缴分离”办证工作，按照“周调
度、月通报”机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
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

在政策的支持下，一类问题有了一
套解决方案，减轻了基层的办事压力。
截至目前，西宁市 46 个小区 40489 户的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采访中，多名基层干部表示，“每
月一题”让基层工作者处理群众诉求更
顺畅，问题也不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能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换来群众的获得
感，大家成就感倍增。”

每月一题，缘何而来—
专啃基层难点“硬骨头”

每月一题，导向何方—
基层处理群众诉求更顺畅

每月一题每月一题，，效果如何效果如何——
解“题”的渠道不断拓宽

本报记者 施翔

“党委政府加大对社区干部
的待遇保障，全面落实‘五险一
金’，为我们消除了后顾之忧，这
下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养老、医
疗、住房公积金再也不用愁了，
待遇增加了，我们的归属感更强
了，心里更有底气了，干工作的
热情更足了。”谈起自身待遇的
变化，城东区博雅路南社区副书
记、副主任马瑞芳不禁喜上眉
梢。

变化来得并非偶然。
变化来自于西宁市基层治

理的创新探索，来自于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生动实践。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一系列困扰当前基层基础工作
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西宁市

“每月一题”机制得以破解。
“每月一题”机制是什么？

缘何而来？将导向何方？它，又
是如何统筹力量，真解决困扰基
层的难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