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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民发〔2021〕34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
关于在社会组织中开展“邻里守望”

关爱行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全区性社会组织：

为弘扬“邻里守望”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根据《民政部办

公厅关于推动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的通知》（民

办函〔2021〕34 号）、《重庆市民政局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推

动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的通知>的通知》（渝民

〔2021〕133 号）文件精神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

要求，结合《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3 年）》，现就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有关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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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重要意义

“邻里守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区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优良传承，是基层各界社会力量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体现，对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守望互

助的邻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各镇街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特别是

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结合社区实际，

引导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

类等社会组织为社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更

好服务困难群体，回应基层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二、重点任务

（一）围绕关爱特殊群体办实事。组织动员城乡基层社会组

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深入了解社区内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空

巢老人、农村留守人员、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情况和需

求，结合社会组织工作力量确定重点关爱帮扶对象，分类明确帮

扶内容。通过综合包户、结对帮扶、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社区困

难群体提供亲情陪伴、生活照料、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社会融

入等多种形式服务，实现精准关爱帮扶。

（二）围绕回应群众关切办实事。立足社会组织特点，聚焦

城乡社区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紧紧围绕群众

关心的社区环境、治安、物业、养老、托幼、扶弱、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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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需求，组织社会组织开展一批公益性、互助性、志愿性民

生服务项目，切实把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办好，进一步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品质社区生活的期待。

（三）围绕推进平安建设办实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支持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发挥源头治理优势，通过开展风

险排查和群防群治工作，参与调解社区物业纠纷、家庭纠纷、邻

里纠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推动信访矛盾纠纷化解，把社

区内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引导城乡基层社会组

织协助做好社区矫正、社区戒毒、刑满释放人员帮扶、社区防灾

救灾、卫生健康、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等工作，助力社区治安综合

治理。

（四）围绕实施乡村振兴办实事。落实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

化帮扶要求，引导农村公益性、互助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参与为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等提供生活、

就业帮扶。支持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对农村社会救助家

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

视、照料服务。支持农村社会组织因地制宜，组织村民参与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引导农村红白

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在改革婚丧礼仪等方面发挥作用，推

动农村移风易俗。鼓励有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在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开展就业帮扶、社会融入等关爱工

作，提升安置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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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举措

（一）找准需求定位。将社区居民需求调查作为“邻里守望”

关爱行动的第一步，推动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在村（居）民委员会

指导下深入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民生服务

需求，汇总社区难题和困难群体需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参

与社区议事协商，结合上门走访、社区调查等方式，找准社区居

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好明确工作定位和办实事方向，

更加精准地对接居民所需所想所盼。

（二）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加强对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的党

建引领，充分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推动社会组织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做出工作成效。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动员社区居民、驻区单位中的党员，特

别是社区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行业模范代表，带头领办

社区社会组织、常态化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形成典型示范效应。

（三）广泛动员群众。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在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中争当先锋、做好表率，带动和影

响更多社区群众参与，使社区群众参与到“邻里守望”关爱行动

中的提出需求、参与过程、成效评价等每一个环节。充分发掘和

引导社区各领域专业人才和热心人士形成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力

量，带动和影响更多社区群众参与，广泛调动社区资源，汇聚多

方主体形成社区志愿服务队伍。

（四）加强支持引导。进一步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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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完善扶持和激励政

策，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推动将社区公

共服务纳入基层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支持社会组织承接，为社区

居民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落实《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方案（2021-2023 年）》要求，把发挥作用和培育扶持结合起

来，在相关规划制定、平台建设、人才培养、资金支持、项目扶

持、资格荣誉等方面强化支持，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邻里守望”

关爱行动打好基础。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积极争取组织、

宣传、政法、司法、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以及有关群团组

织对关爱行动的协助和支持。进一步推动完善社会组织资源融入

基层民生项目投入机制，加强对各类相关社会组织的动员，引导

枢纽型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城乡社区服务

类社会组织等将工作资源下沉，积极与社区居民需求对接，强化

与社区社会组织联动，树立为基层群众办实事求实效的工作导

向。将关爱行动与民政领域救助、养老、儿童、社会工作、志愿

服务等工作相结合，与“五社联动、情暖基层”行动相结合，形成

工作合力。镇街和村（居）民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对社区社会组织

的指导，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设施

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为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指导和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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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分类实施。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不同（村）社

区实际和差异，科学组织社会组织结合社区实际和居民需求参与

基层民生项目。城市地区重点参与特殊群体关爱、物业管理、环

境卫生、公共安全、纠纷调解、文明劝导、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等

工作，建设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更绿色的城市社区。农村地区重

点参与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留守人

员关爱、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

应有作用。

（三）加强宣传引导。在推动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关

爱行动中积极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时代新风。通过网络、报刊等进行系列主题宣传，加强

典型引领，加大对优秀服务典型、先进事迹的宣传、表扬力度。

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营造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与邻为善、

守望互助的社区氛围，增强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

感。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以点带面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

形成党组织领导下党员带头、社会组织积极作为、社区群众受益

的良好局面。

请各镇街、各全区性社会组织于 2021 年 11月 2 日前将开展

社会组织“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相关工作部署、进展成效、意见

建议等情况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区民政局社会组织区划地名科（地

址：大渡口区文体路 122 号富士达大厦八楼，电子邮箱：

547338731@qq.com）。此项工作推进情况将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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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区性社会组织报送情况将纳入 2021 年度检查重要内容。

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

2021 年 8 月 10 日

（联系人：汤凌，雷蓓，联系电话：6808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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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8 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