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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都区社区建设大事记
2003

“村改居”
2003年 9月，许昌市启动“三改”，即村

委会改社区居委会、村民改市民、村集体经
济改多种所有制经济。 当年 10月 15日，魏
都区的社区居委会全部挂牌完毕，社区干部
和社区组织成员完成身份转换。

实施网格化管理
2013年，魏都区以 300户至 500户为标

准，将全区 86个社区划分成 408个网格，各
网格配齐 “一长四员”， 实现网格内有人巡
查、有人报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
查。

招聘首批专职
大学生社区工作者

2014年 11月， 魏都区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 77名专职大学生社区工作者， 进一步优
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提升基层服务水
平。 首批招录人员均为本科以上（含）学历，
其中硕士研究生 10余人。

推行基层
四项基础制度

2014年，魏都区将社会治理创新与基层
四项基础制度结合起来， 在城市社区推行
“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在“村改居”社区
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使基层工作进一
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社区统一设置
“一厅十室两站一超市”

2015年，魏都区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支持
力度，对社区阵地进行提升，按照“温馨便
民”的原则，在社区统一设置“一厅十室两站
一超市”。

建立社区工作人员
工作补贴自然增长机制

城市社区正职、副职、委员的工作补贴
标准分别为当年度当地最低工资的 140%、
130%、120%，“村改居” 社区党组织书记、主
任、“两委”委员每月补贴标准也逐年提高。

社区工作经费提高
城市社区服务群众工作经费， 由每年

1.2万元提高到 12万元；“村改居”社区基层
党组织工作经费，由每年 4万元提高到 7万
元。

杨根思双拥社区成立
2016年 7月 27日， 许昌市首个专门为部

队服务的社区———杨根思双拥社区成立。 该社
区紧邻驻许某部， 以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命
名，按照“部队有需要、工作有作为、军地有影
响”为思路进行建设，为部队官兵及家属提供
便民服务、军民联络、法律援助、子女就学、志
愿服务、基层党建、矛盾调解等各类服务。

网格划分进一步精准
2017年，魏都区城市社区原则上以 200户

至 300户为一个网格，涉农社区以居民小组为
一个网格， 将原有 412 个网格再精准划分为
620个网格，把人、地、事、组织等全部纳入，拓
展社区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功能。

民生 365工程
继续增进民生福祉

2017年的民生 365工程，重点建设、提升
一批公共体育健身和儿童游乐设施、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和社区托老站、社区生鲜便利店和社
区便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小学和幼儿
园、公厕垃圾分类处置点等领域硬件、软件，为
群众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

社区阵地提升为
“一厅五室三站一校”

2017年，魏都区在社区阵地“一厅十室两
站一超市”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办公空间最小
化、居民活动空间最大化、使用效益最优化的
原则，重新规划社区功能站室为“一厅五室三
站一校”。

全域创建特色社区
2017 年，魏都区以党建“1369”工程为抓

手，在社区层面突出亮点、打造品牌、典型引
路、整体推进，在“一社一品”基础上，各社区根
据辖区实际设置特色站室，因地制宜创特色。

2015

民生 365工程
夯实基层公共服务

2016年的民生 365工程，围绕健身、医疗、
购物、养老等方面，建设提升 100 个社区袖珍
公园、1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00个社
区便民店、10个以上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0个
以上社区托老站等，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公共服
务基础。

2016

2017

魏都区入选
河南省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实验区

魏都区建设全省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的主题为：以民生 365 工程为抓手，构建
“两圈一中心”便民服务网络，探索建立“五个
一”便民服务长效机制，创新社区“微治理”模
式，让老百姓一年 365 天、天天都有实实在在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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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共有 86
个社区居委会，
其中城市社区

48个、“村改
居” 社区 38
个 ， 划 分 为

620个网格
全区共有社区

工作者 630
人，其中城市社
区 工 作 者

309 人 ，大
学生专职社区

工 作 者 56
人，“村改居”社
区 工 作 者

265人

社区办公服务
用房面积原则
上 不 少 于

500平方米
城市社区正职、
副职、委员的工
作补贴标准分
别为当年度当
地最低工资的

140% 、

130% 、

120% ，
“村改居” 社区
党组织书记、主
任、“两委”委员
每月补贴标准
也逐年提高

城市社区服务
群众工作经费

每年 12万
元，“村改居”社
区基层党组织
工作经费每年

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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