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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区高质量发展幸福家园行动”创新实践区、实践社区指标体系

（一）指标说明

1.适用范围：本指标体系适用于“社区高质量发展幸福家园行动”30个创新实践区、100 个创新实践社区的遴选、

建设、督导、评估、验收，供相关工作参考。

2.指标体系内容：指标体系分为创新实践区、实践社区两份，两份指标体系都分为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两大版块；

创新实践区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有服务体系、服务空间、互助平台三大类别，涉及九个评价指标，进阶指标有模式

创新、治理贡献、社会影响三个评价指标。创新实践社区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有治理体系、社区环境、社区服务、

项目运作四大类别，其中治理体系、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类别涉及包括党建引领、三驾马车、自治共治、居住环境、

社区文化、邻里关系、便民服务、特殊人群服务、其他服务九个评价指标，项目运作涉及聚焦重点难点、项目化推

进、品牌打造、资源整合、项目保障、项目成效、群众满意七个评价指标；进阶指标有模式创新、治理贡献、社会

影响三个评价指标。

3.计分方法：总分 100 分，得分=每个单项得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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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实践区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三级指标

1

基础指标 服务体系

7分

充分发挥区（市、县）党委的统领作用，乡镇（街道）党（工）委在价值

引导、平台建设、资源整合和机制保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居（村）

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建立了数智化社区党建服务

阵地、社区书记工作室和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

2 7分

区（市、县）政府将“幸福家园行动”建设纳入规划和政策，并将其作为

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同时，建立了由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

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3 7分

街道/乡镇建立了社会工作站、社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治理载

体，构建了由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

资源共同组成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这些服务得到了资金、组织和人才的有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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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分

区（市、县）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强社区工作复合型人

才培训管理，开展各类教育培训项目。创建了社区大学堂，由专业社会组

织和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具备自主运营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5

服务空间

7分

街道/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公共文

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布局合理。下属各社区设有社区书记工

作室、社区文体空间和社区展陈空间等。构建区（市、县）、街镇、社区

多层次的社区党群多元公益服务阵地，起到了集经验交流、创新培育、课

题研究、品牌引领于一体的示范阵地作用。

6 7分

社区党群多元公益服务阵地由专业第三方运营，其活动组织、人员配置和

综合管理均达到或超过省市平均水平。项目管理和运营遵循一体化、规范

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原则。

7 7分
社区党群公益服务阵地有效地提高了社区治理效率，深化了基层治理体制

机制，提高了居民参与度，优化了服务供给，营造了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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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互助平台

7分
“幸福家园行动”公益项目得到广泛开展，实现了资源下移，弱势群体和

特殊人群的基本服务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9 7分

社会力量积极加入社区服务供给领域，并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市场运作。

有效解决了服务供给可持续问题，能够实现自主运营，服务提供主体和方

式多元化。

10 7 分

以“幸福家园行动”党群互助公益服务为平台，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服务

资源和项目进行了有效整合，实现了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形成综合、系

统、运行有效的服务网络。

11

加分项

模式创新 10分
具体做法满足了未被响应的社会需求，有效地解决了治理中的重点难题，

展现出创新性，并构建了新时代“幸福家园建设”的先进经验和体制。

12 治理贡献 10 分
党政机关、政府主管部门、民政、社工委、街道/乡镇等单位结合具体实

践，参与了相关课题研究工作，针对共性问题，总结经验并形成了课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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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为同类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

13 社会影响 10 分
创新实践区基层治理创新与服务创新案例获得了国家级与省级荣誉表彰

与媒体报道，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三）创新实践社区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数 评价内容

1 基础指标 治理体系 党建引领 4 分
乡镇（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街道党工

委牵头，与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建立稳定的联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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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相对完善，确保党员志愿者

队伍的服务、教育、培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社区党员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带头作用。

2 三驾马车 4 分

党建引领下社区居委会运作良好，业委会规范化操作，物业

管理高效。“三驾马车”齐心协力、同向而行，以实际行动和

工作实效切实解决居民关切，治理效能有效提升。

3 自治共治 4 分

社区与区域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互动频繁，主动引入外部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内的社会组织、文体团队、志愿

者团队健全且活跃度高，社区达人骨干被充分挖掘，积极参

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并有居民自治品牌项目。

4 社区环境 居住环境 4 分
社区服务基础设施配备完整，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得到有效落

实，同时，垃圾分类得到有效执行，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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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区文化 4 分

社区内设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提供丰富多样的文体和宣传

教育活动。开展了特色小区、楼组和家庭创建工作，塑造富

有本土特色的社区文化符号。

6 邻里关系 4 分
社区内邻里纠纷和矛盾较少，且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社

区经常举办邻里互助和关怀活动，居民归属感高。

7

社区服务

便民服务 4 分

社区设有便民服务空间，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便民服务，社

区搭建了便民生活自助服务平台，居民可以通过互助平台轻

松找到放心、安心、舒心的服务项目和生活资源信息。

8
特殊人群服

务
4 分

社区开展了“一老一小”暖心服务，社区为老年群体提供居

家养老、心理辅导、健康管理及陪伴照护等服务；为母婴群

体提供母婴照护科普和幼教联合服务；同时，也为残疾人和

困难群体提供社会救助与相关支持关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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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字化服务 4 分

构筑了社区美好数字服务新场景。推进数字社区服务圈、智

慧家庭建设，社区家庭联动智慧服务生活圈得到有效发展。

社区电子商务发展良好，“互联网+”与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

构建了服务便捷、管理精细、设施智能、环境宜居、私密安

全的智慧社区。

10

项目运作

聚焦重点难

点
5 分

项目及时发现并重点关注了社区居民反映强烈、影响生活满

意度的社区治理重点难点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有效回应。

11 项目化推进 5 分
项目引入了社会组织和专业力量进行支撑，拥有完整的项目

运营流程和项目评估环节。

12 品牌打造 5 分
项目梳理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并固化了流程机制。通过推

广宣传，成功打造了项目品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13 资源整合 5 分 项目有效整合了党建、行政、社会、市场以及驻区单位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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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资源，构建了社区共治模式。

14 项目保障 5 分
项目得到了上级组织的大力支持，拥有充足的资金和人才保

障，能够实现自主且可持续地运营。

15 项目成效 5 分
项目有效地回应了社区需求，提供了高质量服务，并解决了

社区的问题。

16 群众满意 5 分
项目充分激活了社区自治活力，居民群众参与感、获得感、

满意度高。

17

进阶指标

模式创新 10分
社区治理模式和项目运营模式在相关议题版块中采取了创新

做法，产生了一定的启发效应。

18 治理贡献 10 分
对治理实践进行了深思熟虑和总结，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模

式，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案例支持和实践经验。

19 社会影响 9 分 社区或者项目在过去三年里获得了国家/市级媒体报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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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已具备一定的公众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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