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基层网格已融入

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截至当前，全市共划分

网格 3261 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 3390 名，

基本实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难在

格中解、心在格中安”。

解决问题：网格泛化“两张皮”

【案例】徐家桥社区地处芦淞区商贸中心老

城区，辖区有常住居民 3203户 7000余人，流动

人口 2万人。徐家桥社区仅有的 1名网格长和 5

名网格员承担着辖区内信息摸排，风险防范、矛

盾化解、志愿服务等各项任务，工作繁杂，事无

巨细。在实践中，网格员因承担诸多任务，机械

式叠加导致“网格泛化”现象，村“两委”干部和

综治网格员队伍“一套人马”“两张皮”，影响了

网格化治理与部门融合的实际成效。

【实践】“10 栋一户业主的房子最近卖掉

了，这两天正忙着搬家。”“最近没有下雨，天

干物燥，大家一定要提醒居民注意防火！”

“马上要进入国庆假日，网格里的独居空

巢老人都上门看过了吗？”“上周居民反映的

楼道杂物，有没有清理？”……国庆假期前期，

芦淞区建宁街道徐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

议室内，网格员们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假期

期间“责任田”里的大事小情。徐家桥社区书

记殷睿锶和网格长邓美一边询问，一边记录

下网格员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用心、用情

将问题解决。

破局重构：厘清职能“责任田”

【案例】2018年以来，石峰区坚持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秉承“问题处置快捷、群众办事

便捷”的理念，大胆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实施网

格化治理工作模式，让社区治理更加精细精

准。除社区书记任网格长，其他人员都下沉网

格担任网格员，每个网格就是网格员的“责任

田”。解决了责任不清晰、工作相互推诿、居民

办事不方便等问题，改变了社区从被动接收到

主动发现问题的现象，融洽了压实了工作责

任，社区、居民的感情，提升了治理效能。

【实践】“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是对

基层工作的形象比喻。为了破解网格力量长

期以来存在工作混乱复杂、交叉重叠、力量单

薄等困难。石峰区全面革新社区工作机制，实

施社区网格一套人马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完

善绩效评价，规划上升通道，并积极推进集成

式多功能平台建设，构建信息、指挥、调度网，

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

石峰区网格中心主任陈翔说：“多条线的工

作任务，部门、街道、社区和网格更应该要厘清

各自的职责，不能把责任全压到网格，更不能把

工作都推到网格员头上，特别要明晰政府部门

的职责内容和社区作为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

市域治理：化解矛盾“不上交”

【案例】小区里垃圾是否及时清理？车辆

停放是否规范？类似这样的问题，看似小，如

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大矛盾。在基层社会

治理实践中，天元区泰山路街道探索出了一

套“四方议事”联动促进居民自治新模式，让

这些难题迎刃而解。

【实践】
泰山路街道新塘社区亿都漫城小区业主

反映的地库停车收费纠纷、公共设施维修困

难等矛盾问题一度比较突出。为此街道组织

了一次“四方议事”，邀请小区党支部、物业、

业委会以及业主代表，就小区的治理，有哪些

问题进行面对面协商。居民把问题抛出，大家

坐下来面对面集思广益。最后有居民建议，用

废旧轮胎充当隔离带，只需要向居民征集，还

不影响开车出行，有业主代表当场表示，自己

家就是开汽修厂的，可以提供大量的废旧轮

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为了小区建言献

策，原本还在扯“麻纱”的事情就解决了。

不仅如此，泰山路街道通过开展社情民意

“请进来”主题会议模式，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晚

上，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部门的所有干部

均下到所联系的社区，与居民代表面对面沟通，

听取大家的意见，答复有关问题。主题会中，大家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

真正将社情民意“请进来”主题会开成了民情“议

事会”、民意“智囊会”和民众“纾困”会。

推动网格化服务重心
向基层下移

钱双(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网格化分会副会长)：我在线上

全程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了解到株洲社会治理网格化的发展

历史，2015 年以来从社区开始推行网格化基层治理已经有 8

个年头了，株洲也先后产生了很多基层治理的样板，如天元区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石峰区全科网格和醴陵市网格一体化，

同时还有许多基层经验在逐步推广。我们研究网格化的发展

历程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网格化的城市管理阶段，第二个是

多网融合阶段，第三是一网统管阶段，第四是城市治理元宇宙

阶段。株洲正处于第二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难免会出现基

层事务庞杂、人员不足、条线指挥等问题。网格化的新一代网

格化模式平台是聚焦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目标，

以为民服务为宗旨，以网格化理念为基础，以城市和社会治理

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合理规划构建新一代网格化

“智”理平台，全面支持信息共享、精细管理、指挥调度、大数据

分析和行业应用，探索数据驱动的城市网格化治理模式。

作为活动的参与者，我觉得

这次案例大讨论特别有特色、有

意义、有收获，一线网格员的工作

艰辛让人肃然起敬，专家学者对

于 问 题 原 因 的 剖 析 令 人 豁 然 开

朗，嘉宾们在思想碰撞中产生的

火花更是为下一步网格工作的提

质增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基层

是个大学堂，网格是个大平台，我

们年轻人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大学

堂、大平台，始终坚持知行合一，

走出去、沉下去、钻进去，在学思

践悟中致广大而尽精微，将自己

锻炼成新时代的“硬核干部”“斜

杆青年”。

——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万云汉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组织参与

本次案例大讨论活动，这不仅是

对我个人综合能力的一种历练，

也让我对基层网格化治理有了更

深的了解。近两小时的案例讨论

中，各位领导嘉宾对基层治理都

有思考、有建议、有办法，发言也

有角度、有深度、有广度，着实让

我受益匪浅。我曾是一名基层选

调生，也在镇村工作过两年，深深

知道基层工作的不易。举办本次

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基层发

声，为基层解惑，希望全市上下能

在这种经验交流和思想碰撞中形

成一种初步共识：网格化治理工

作不只是一个部门的单打独斗，

而是各个部门的握指成拳。也希

望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能参与进

来，共同助力我市基层社会治理。

——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
副科长颜小花

基层治理重在小区，基层民意必须

重视，而楼栋长、单元长、网格员正是

起着小区“管家”的重要作用，是社区

和群众之间的纽带，能带动更多的居

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基层治理和

家园建设，我们要不断细化服务，以

最贴心的服务向居民群众传递温暖。

——市民政局基政科工作人员
苏旖

作为石峰区的一名基层网格员，

看了“治理·融合”基层网格化治理案

例大讨论，我深受鼓舞。石峰区推行

的“网格化+信息化”基层治理模式，

打破了社区与群众之间隔着的“玻

璃门”，让网格员主动走到老百姓

中间去，为老百姓提供精准化服

务。“石峰模式”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不断扩大，作为基层治理的参

与者，我感到很荣幸，这是对我

们基层网格员工作的肯定。同

时，大讨论上提及关于网格员

的职业前景和队伍体系建

设，也让我对这个职业充满

了期许，增强了归属感，以

后将用心用情地做好基层

网格化管理工作。

——石峰区田心
街道叫鸡岭社区二网
格员郑国英

黄上峰（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基层

治 理 是 国 家 治 理 的

“微细胞”，既是公共

治 理 的“ 最 后 一 公

里”，也是人民群众

感 知 公 共 服 务 效 度

和 温 度 的“ 神 经 末

梢”。网格化管理是

“尽精微”，凡事必须

从小处着手，融合治

理就是“致广大”，讲

究 整 合 资 源 ，不 浪

费。今天同志们的经

验 分 享 和 实 践 探 索

可复制，可推广，民政部门作为基层治理的一方力量，会进一

步将这些实践经验规整好、推广好，同时主动适应城市小区

治理新形势、新变化，积极投身创新治理，提炼总结出更多如

荷塘区“楼栋长来当家”这样的居民自治新模式，走出一条独

具株洲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之路。

聂岚艳（市委
政法委副书记）：
通 过 网 格 化 治 理

案例大讨论，充分

感受到“三好”“三

融合”：一是模式

好，进行了理论与

实践的融合。二是

效果好，实现了机

关与基层的融合。

三是余韵好，推动

了 社 会 治 理 需 求

与 信 息 化 解 决 方

案的融合。各位嘉

宾 进 行 了 精 彩 讲

述和深入讨论，比

较 全 面 地 呈 现 出

我市当前网格化治理的先进做法、典型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实操的困

扰。网格化治理的顶层设计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要不断健全，必须来源

于实践、根植于基层、服务于群众，正需要这样理论研究与实践智慧的融

合。讨论也给大家留下思想上的墨香余韵：网格化治理怎样发挥信息化

优势？怎样高效便捷精准精细？怎样实现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发展？……

这样良好的开端将推动我们不断加强网格融合，助推社会治理的道路上

走得更稳、更远、更好。

“小网格”蹚出市域社会治理“大文章”
——株洲市基层治理网格化案例大讨论侧记

图文/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圆

“社区工作千斤担，网格工作担一半。”此话形象地描述出网格员在基层
服务中的重要性。按照市委、市政府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网格化治理，切
实提升干部能力的总要求。9月 30日上午，市委政法委与市民政局联合举办
的“治理·融合”基层网格化治理案例大讨论在市民中心举行。案例大讨论旨
在分享网格化治理的经验，强化基层治理，全面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会议现场，来自各县市区、镇街道、村社区、社会组织、基层网格员、民
警、党务工作者就“治理·融合”从实践和运用等角度开展了深层次探讨。

编 者 按

近年来，我市紧紧抓住创建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的机遇，在网格

化治理的基础上，一直在积极探索网格化融

合的发展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延伸服务长度、

警格联动拓展服务宽度、部门融合增加服务

厚度，织密网格化工作“治理网”，让基层治理

“独角戏”变为网格化治理“大合唱”。

机制融合：
聚焦“阵地支撑”，坚持一体化打造

人在格中走，数据线上跑。临近下午 6

时，在市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中心的大屏幕

上，依然有近一半的红点在移动。“每个红点

就是一位网格员。他们每天的行走轨迹、工作

痕迹，系统都会实时记录，在线呈现。”市综治

中心主任袁宾介绍，每一位网格员的脚步，汇

聚成基层治理的大数据。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优势，我市

以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云平台为统领，加

强“市县乡村”四级阵地建设，全市 3261个网

格，3390名网格员共用一张地图，依托网格化

搭建基层治理、指挥调度、治安防控、考核评

估、风险评估五大平台，打破不同部门、不同层

级、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拆除“数据烟

囱”，促进部门融合，做到全市一网统管。

网格员入户采集信息，上传系统，形成涵

盖人口总数、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特殊人群、

实有房屋等各方面的标准数据库，做到了不

落一户、不漏一人，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模型建

立、强大的计算引擎处理以及清晰的图表数

据，提高网格管理现代化水平。“不仅基础信

息扎实，而且能集成共享。”醴陵市网格中心

主任文箭介绍，网格员发现问题和办理事项，

在系统的社区、街道、区网格化管理中心逐级

上传，分级办理和存档，成为动态管理数据。

社区如同棋盘，网格员就像棋子。“网格

员实时在棋盘上行走，社区干部统筹调度协

调，数据在系统汇集运行，网格就活起来、动

起来，基层工作真正做到了耳朵灵、眼睛亮、

行动快。”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力量融合：
聚焦“力量整合”，坚持多元共治

今年以来，我市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

社区“1+2+N”网格力量体系，1指的是社区网

格长，2 指的是社区网格员和社区民警，N 指

的是城管、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楼栋

长、业委会等自治力量和辖区单位、社会公益

组织等社会力量。打造“党建引领、社会协同、

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样板，持

续推进网格精准服务、城市有机更新，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醴陵市国瓷派出所在社会网格化治理

中，创新“警格+网格”双向赋能，同频共振机

制，以“网格小平安”促进“社会大和谐”。国瓷

派出所辖区有 7个行政村，配备了 7个驻村辅

警，这 7 个驻村辅警同时又兼任网格员的身

份，同时，每个村又配备了专职的社区民警，

在工作中把“警格+网格”力量有机融合起来，

发挥了积极作用。

荷塘区以“楼栋长来当家”撬动“一引三

管”居民自治模式获评湖南省基层治理创新

实验区项目。在原有社区网格划分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治理单元最小化，推进将城市小区、

单元楼栋细分为微网格。作为治理单元，在小

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织密小区治理网格内的

组织网，凝聚网格内的各方力量，形成了“1+

6”的协同治理组织网络，同时在小区党组织

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

同体。

荷塘区民政局局长刘骞晖介绍，楼栋长除

具有信息员、宣传员、联络员和服务员等特征

以外，更重要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居民对自

己选出来的邻头雁更有亲切感、信任度，同时

我们给这些楼栋长礼遇褒扬，就会在楼栋、单

元、小区逐步形成价值认同和规则意识，和谐

楼栋、和谐小区、和谐社区就会逐步建立起来。

一张“网”包罗辖区万象、覆盖百姓民生，

众多“格”责任到人、消除治理盲区，小小的网

格串联起基层治理的“千条线”，书写幸福株

洲市域治理“大文章”。

1 网格治理

▲案例探讨环节上，与会嘉宾就“社会治理网格化”和“网格融合”两个主

题进行深入交流

2 网格融合

握指成拳
拧线成绳

专家 点评

领导 点评

网格化让为民服务从“尽精微”
向“致广大”根本性转变

聚力网格力量
共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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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国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黄上峰等领导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