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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
做好社区服务工作，需要各部门、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省民政厅基层政
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处处长张丽霞介
绍，下一步，将督促指导各市抓紧制
定“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的细化措施，形成省级层面和市级层
面有机衔接的规划政策体系。开展
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

行动，扎实推进实施固本强基、养老
服务、未成年关爱、助残服务等 14个
子行动计划。开展相关试点示范建
设，推进城乡社区法治化、标准化和
规范化建设，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目录
及准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
社区服务标准，健全完善社区服务群

众满意度调查制度，精准了解群众需
求。同时，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服务行动计划，完善多方参与的社
区服务新格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五部门解读《山西省“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持续增强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社区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近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绘就我省“十四五”社区服务新蓝图。7月 21日，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发改委、省卫健委、省
体育局五部门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规划》主要内容。

社区服务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服务，
《规划》绘就我省社区服务新蓝图。省民
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郑红介绍，《规划》围
绕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全面提升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聚
焦群众期待，紧扣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创新发展，从构建党建引领城乡
社区服务格局等 6个方面作出部署，明确
了 10项发展指标，确定 4项行动、1项重大
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

《规划》围绕基层治理新任务进行了
总体规划布局。在服务内容方面，强调为
民服务、便民服务、安民服务一体推进。
为民服务功能重点是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便

民服务功能主要指社区公共事业服务事
项和商业服务事项两大类。安民服务功
能，主要涉及社区平安建设的各项服务。

在服务主体和方式方面，强调构建多
方参与格局、创新服务模式。

在服务保障方面，在经费保障上要求
按规定落实政府经费安排，确保村（社区）
组织有钱为民办事，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
盖常住人口。在政策支持上，保障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用地，优先用于社区养
老、托育、助残、未成年人保护等服务。落
实社区服务各项优惠政策。在人才建设
上，实施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行动，鼓励高
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到村（社区）就业创
业。在信息支撑上，注重运用数字技术为
社区赋能减负。

“《规划》的出台实施将进一步完善政
策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不断
增强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让人民群
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让社区更有温
度。”郑红说。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绘就我省社区服务新蓝图

“既要‘送’文化，也要‘种’文化，更要
‘兴’文化。”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王艳芳介
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将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
设、实现品质发展和社会化、数字化发展等
方面发力。创新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
村倾斜。全面落实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政策，出台指导性文件，推动公共图书馆向

“有温度的文化社交中心”、文化馆向“群众

的终身美育学校”目标迈进。深入推进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索创新“百姓点
单”等服务内容。加快推进智慧图书馆和
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

同时，推进“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
程深入开展。在全省范围内持续选塑打造一

批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培育一批乡村群众文
艺队伍、挖掘一批乡土文化能人艺人、培养一
批乡村文化带头人、配送一批专业文艺演出
——“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通过省市县乡
村层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在全省掀起“人人
参与文化、个个享受文化”的群众文化热潮。

社区服务设施是发展社区服务的载
体 。 省 发 改 委 社 会 发 展 处 处 长 赵 霞 介
绍，“十四五”时期，我省将以强化为民、
便民、安民功能为重点，着力增强城乡社
区服务供给，补齐服务设施短板，力争到

2025 年，全省实现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
率达到 80%。同时，聚焦补短板强弱项，
统筹谋划、综合施策，支持社区养老骨干
网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利用好现有设

施，落实好配建设施政策，探索通过“以
场地换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社区服务，争取到 2025 年全省每百户居
民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

我省将积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
向社区下沉，大力发展社区家政、餐饮等
生活性服务业，全面提升社区为民服务水
平，让居民享受就近就便优质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事关群众民生福祉，事关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省卫健委基层
卫生健康处处长张晓东介绍，“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持续推动城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高质量发展。我省先后出台了加强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和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管理的两
个政策文件，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各地贯彻落
实。

此外，以介休市入选全国基层卫生健康
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遴选杏花岭区、孝义
市、泽州县、翼城县、盐湖区作为我省基层卫
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县，同步推进，力争通
过 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出可推广、可复制的
基层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新样板。

我省将持续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深入推进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
加强社区医院建设，做精做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持续做好城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进一步兜牢兜实基层疫情防控网底。

社区居民去哪儿健身、与谁健身、谁
来指导健身是群众关注的健身热点问
题。“截至 2021年底，全省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已达 2.41 平方米，90%的城市社区
建成 15 分钟健身圈。”省体育局全民健
身处处长张文智介绍，围绕群众身边的
健身热点，省体育局会同相关部门，在推
进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积极行
动。我省近期印发了一系列有关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补齐健身设施短板的
政策文件，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全省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从 2021年开始到 2025年，我省将新
建和改扩建 39个以上体育公园，完成国
家扶持的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
健身步道、足球场、户外运动设施等公共
体育设施的建设任务，建设 100 个室内
外相结合的贴近社区、面向群众的多功
能社区全民健身中心，沿汾河流经市、县

（区），在城市社区范围内建设汾河自行
车健身长廊。

此外，2022 年，我省对 57 个符合开
放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进行补助，提升
开放水平，并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学校
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特别是向社区居
民开放。在全省广泛开展“强健体魄·积
极生活·共享健康”全民健身活动，另外
将在全省举办 585场社区运动会。

针对“谁来指导群众健身”问题，我
省开展社区群众身边的健身指导活动，
持续做好全省群众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工作，举办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电视大赛，提高群众身边的健身指导服
务水平。将开展 10 场以上省级全民健
身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省举办
36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
开展科学健身咨询和指导。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人人参与文化 个个享受文化

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供给更充足 设施更齐备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
建设锻炼场地
强化健身指导

细化贯彻措施
共建美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就医更便捷 工作更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