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李佳露 美编：王艳 校对：海梅E04 报 聚焦二七 时

全域网格化
织牢基层治理“一张网”

事实上，除了西工房社区、天下路社
区，长久以来，二七区以“一核多元”组织
体系为抓手，按照可视化、规范化标准，
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健全完善三级网格
体系，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成了网格
化管理全域化格局。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二七区优化整
合基层网格，实行“多格合一”，以街道、
社区、楼院等为单元，确定街道正职、分
包领导、社区书记、“两委”成员为网格
长，“三人小组”、区直单位下沉干部、自
管会成员、志愿者等多元力量为网格员
的网格设置模式。目前，全区划分一级
网格 18个、二级网格 175个、三级网格
846个，网格成员1700余名，实现了党群
联动、数治融合。

在网格人员任务方面，分类明确各
级网格工作职责，一级网格承接社会治
理、群众服务，实现“一格管全面”；二级
网格负责处理网格化治理事项清单内事
项，协调调度专业力量开展专项工作；三
级网格负责收集群众诉求，定期巡查网
格，发现上报问题、监督反馈问题的解决
情况，带领群众实行自治，开展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

强化网格治理融合。同步将疫情群
防群控、“三零”单位创建、精神文明创
建、推进乡村振兴等基层治理重点纳入
首批网格化基层治理清单事项。通过整
合各方面服务资源，强化分片包干责任，
使管理服务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

有 AI 识别功能的智能门
禁、网格智慧管理平台、三级网
格闭环服务系统……在二七区
蜜蜂张街道西工房小区，先进完
善的智慧网格系统成了社区工
作人员的得力助手，打通了为民
服务的“最后一米”。

基层治理关乎居民安居乐
业和社会长治久安。为夯实社
区治理基础，二七区创新社区治
理机制，切实发挥基层网格在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小网格”撬
动社会“大治理”，促进街区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双提升，让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记者 景静/文
实习生 尹金凯/图

党建引领“小网格”基层治理“大提升”

“我们通过‘支部建网、工作融网、党
群联网’，在辖区编织了一张‘红色化、智
慧化、亲民化’的‘三网三化’工作网格。”
西工房社区党委书记袁小莉指着社区墙
面的信息展示栏介绍。

西工房社区信息展示墙上显示蜜蜂
张街道三级网格分布图。借助网格智慧
管理平台，对收集到的居民需求进行逐
级反馈。“智慧平台系统接收到居民问题
建议推送信息后，按照网格归属，自动派
单给相应的三级网格，由三级网格长负
责处理。如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通过系
统逐级上报至二级网格、一级网格，直至
由分包县处级领导协助解决。最终解决
情况再由上至下反馈给居民，切实将各
类矛盾问题化解在网格内，实现闭环式
流转处置。”袁小莉说。

智慧管理平台是工作网格的一部
分。社区墙壁上方有两个显示屏，网格
智慧管理平台上，工作网格信息、便民服
务工单、居民一键报警信息等一目了然；
“天翼云眼”视频监控平台则通过 16个
普通摄像头及5个AI摄像头将小区全方
位无死角尽收眼底。

平台研发方、中国电信郑州分公司
市场部副经理张冰冰介绍：“网格智慧管
理平台今年 3月初投入使用，主要有便
民服务、综合治理、老人关怀三大功能。”
同时通过天翼智慧社区公众号及安装AI
监控、天翼云播等技术手段，将疫情防控
（陌生人精准识别、口罩检测、重点人员
管控）、特殊人群关爱（独居老人家中安
装智能设备感应器）、“三零”社区创建等
基层治理重点工作纳入其中，实行线上

线下一体化管理。
此外，按照“领导包保、党员联户、干

部包片”的工作模式，社区党委把社区与
各家各户线上线下有效串联起来。西
工房社区有厚厚一沓居民信息花名册，
详细记录着 44栋楼 1958户居民的信
息。“比如这个刘先生一家，有房子、医
院、党徽等标识，代表他的家庭是常住
户，是党员家庭，且注射过新冠疫苗。”
配合“联户党员明信片”，社区工作者、
党员志愿者等对自己分包的住户资料
了然于胸，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更精细
精准的服务。

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共组建 4支志
愿服务队，开展入户走访 900余户、2100
余人，排查问题 39个，组织召开网格员
会议6次，解决问题28件。

淮河路 69号院建于 2000年，共有 3
栋居民楼，11个单元154户居民。作为典
型的市中心老旧小区，小区空间密集、基
础条件差等各种问题日益凸显。淮河路
街道天下路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在网格化管理基础上，以“社区引导 楼院
主导”为切入点，按照小区、楼栋科学划分
微网格，引导居民由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
成参与者、实施者、受益者，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治理
新格局。

社区党委引导成立了由 11个楼栋
长组成的居民自治小组。每个楼栋为一
个微网格，楼栋长为微网格负责人，本楼
栋热心党员群众为微网格员。同时通过
社区美好生活实践站建立了议事平台，
不定期组织“两委”干部、自治小组成员、
志愿者等召开会议，畅谈社区楼院大情
小事，让居民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
者，推动楼院由“无主管”向“居民主导、
管理有序”的自管模式转变。

2020年 6月，淮河路 69号院实施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针对破旧的小广
场问题，有居民提议规划为停车
场，有的居民则想保留小广场。
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社区党
委召集自治小组召开了议事
会，经过商议决定以投票的
方式决定改造方案。最终，
小广场被修缮一新。洁白
的墙面、干净的楼道、停放
有序的车辆、安全的生活环
境……在居民自治的模式
下，小区焕发了新的光彩。

另外，自治小组还成立了
爱心基金，请院子里家庭困难的

居民负责楼院卫生工作，收取的物
业费反哺到楼院里，既帮助了困难家
庭，还解决了楼院的卫生问题。

疫情发生后，作为楼栋长、微网格负
责人的秦国现，第一时间在居民微信群
里发出倡议书，以报名接龙的方式招募
本小区志愿者。一呼百应，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69号院 154户居民合力筑起了
小区的“安全屏障”。

为了做好防疫期间的兜底服务，社
区党委牵头、各网格主导成立了居民生
活保障服务小组，保障特殊家庭、居家隔
离家庭的日常生活物资采买、垃圾清运
等工作。

住在二楼的沙奶奶已经 80多岁，去
年7月份不小心伤到腿，导致走路不便，
家里还有瘫痪在床的儿子要照顾。平日
里，爱心志愿者、公共单位常常主动上门
帮助打扫卫生、送米面油等物品。疫情
防控期间，人员限制流动，住在一个楼栋
的微网格员主动提出照顾沙奶奶的日常
生活，她每天固定时间来沙奶奶家询问
老人身体情况。家里有垃圾了沙奶奶就
放在门口，楼上的邻居谁下楼路过看到
了，就顺带捎下楼。

“疫情防控中，我们社区党委充分运用
好网格化管理机制，形成了基层党组织引
领、群众广泛参与的群防群控格局。”社区党
委书记谢晓君表示，“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坚
持党建引领，织密织牢网格化治理这张网，
让‘小网格’激发社区治理‘大活力’。”

网格“托底”居民自治 老旧小区焕发新光彩

“三网三化”构建网格工作新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