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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已经上班了，谢谢政府给我们提供就业信息……”
“是网格化管理中心吗？我的低保问题得到落实了，十分感谢你们的帮忙！”
最近，新郑市梨河镇网格化管理中心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当地老百姓都在连连称

赞他们开展的网格化管理工作。
情真意切的话语传递着暖暖的幸福，一幕幕政府和群众关系融洽的场景频频显现，

这都源于新郑市今年3月份推行的一项创新社会管理的新举措——建立以网格化管理
为载体的“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
长效机制，用责任铸就对老百姓的一往情
深，用服务织出和谐新郑的“贴心衣”，凝结
着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情怀。

一“网”织出百姓“贴心衣”
——新郑市“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纪实

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 刘栓阳 通讯员 高智军 文\图

如何在现实条件下，通过不断优
化管理资源配置，切实强化基层基础，
建立健全权责一致、责任明晰的社会
管理体系，是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
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重点。新郑
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作用，明确“差异化”的条块
职责，形成了“条块融合、职责明确、上
下联动、奖惩分明”的基层工作推进机
制。

在“条”的职责职能上，明确了职
能部门、村（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以
及群众工作队的职责。职能部门四项
责任、群众工作队十项任务等清清楚
楚地列成制度，钉在墙上。

在“块”的职责职能上，新郑以乡
镇（街道、管委会）为基本单元，经过细
化梳理，明确了发展经济、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强化基础保障等
五项职责，围绕基层群众关心的问题，
确定网格工作的重点，明确维护稳定、
民生保障、市场监管等三大工作任务。

4月25日，新郑市辛店镇苗家沟村
村委会大院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记者走上前来一探究竟，原来是在发
放柴鸡品种雏鸡苗。“这些柴鸡雏鸡苗
可是我们的致富希望啊，真是给村民
带来了很多实惠……”领到鸡苗的村
民靳新芳抱着领到的鸡苗，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村民取到的“真经”无不源
于一些“特殊客人”的到来，他们就是
新郑市安监局的群众工作队。

“农村点多面广，乡镇政府没有执
法权，人员力量难以满足社会管理和
服务重心下移需要的现状。”新郑市相
关负责人说，长效机制的建立促使群
众工作队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等力量
下沉，对农村的服务不再局限于过去
的送袋面、送壶油等小事上，而是围绕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解决等根本
性问题，立足“长期、对口”去帮扶。

在新型农业化推进过程中，由于
群众工作队的积极协调，于 4月 6日成
功签署协议，把梨河镇西南部5个村的
10000 亩农田流转给白象集团种植优
质小麦；4 月 11 日，促成了该镇梨河村
与河南成杰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2800亩土地流转协议，发展大棚蔬菜。

一岗多责，一员多能，通过条块融
合、网格化管理，变原来的集体负责为
现在的专人专责，使每一个网格真正

成为社会管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和组织
基点。“现在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管得好与不好，一看便
知。”新郑市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新郑市供电公司驻龙
湖镇魏庄村工作队队员越发感觉时间
不够用。“以前下村的时间不多，现在
基本上一周有一半的时间都蹲在村
里。”

此外，新郑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绩效考核制度。强化考核的针对性，
从单一的从上到下考核，变为上下互
动的双向考核。按照“积分核减、核
加”，成立督查指导组，对基层网格化
管理工作开展经常性随机抽查、定期
督查、暗访督查，对职能部门（市直各
单位、乡镇办）和信息员进行考核。通
过信息比对、积分评判、社会公示等流
程进行周评比、季考核、年考评，建立
可行管用的常态考核机制。

以梨河镇为例，该镇制订了日走
访日巡查、值班、例会、督查等 10 项制
度，把各级网格人员的工作制度化。
群众工作队和村“三委”每周召开工作
碰头会，研究具体工作。每月 15 日为
群众工作队队长指定值班日，负责召
集村级议事平台相关人员集体研究村
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和网格
化管理相关工作。同时，严格奖惩措
施，制定百分制考核办法，根据工作落
实情况，采用“积分核减、核加”的办
法，给予量化评价。对市级下沉公职
人员，由镇党委政府出具鉴定，直接报
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提拔使用、年
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乡镇下沉公职
人员，由村“三委”出具鉴定，作为年度
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二级网格和
三级网格实行考核与奖金挂钩。

“这种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
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实现了管理服务结
构条块融合，能够有效解决基层工作
条块分割矛盾、资源调配不优，深入群
众不够的问题，真正实现管理和服务
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至最基层。”新郑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个个网格，为群众解决了迫在
眉睫的现实难题；一个个网格，成了群
众心灵温馨的港湾。网格化管理，如
一缕春风，正推进各级各部门“人往基
层走、钱往基层花、物往基层用、权往
基层放、劲往基层使”。

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精细、精准，
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管理理
念，切实为居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真正成为居民的好帮手。过去，群众鸡毛
蒜皮的事常被忽视，以至于小事变大事、
简单变复杂。梨河镇相关负责人深有体
会地说：“之所以有信访事件，是因为有些
干部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群
众没有完全地信任政府、依赖政府。”有效
掌握信息，提前介入处理，很多事情就能
在萌芽状态消灭。

为此，新郑市紧紧围绕做好非法生
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安全生产、信访
稳定和基层组织建设等六个重点领域矛
盾问题集中排查治理，全面深入丰富网格
化管理的内涵，做到事在“网”中群众事无
小事，人在“格”中信息了如指掌。

107 国道生态廊道建设中，新郑市级
平台及时下派住建、财政、土地、审计、纪
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帮助梨河镇仅
用8天时间就完成了生态廊道建设涉及的
860 户群众的拆迁安置和普查核算工作。
用梨河镇负责人的话说：“如果不是网格
化管理，不是多部门力量的汇集，工作不
会推进得如此高效。”被安置的一位群众
说：“还得感谢网格化工作人员一遍遍地
给俺讲政策、讲道理，现在都盼着新型社
区建设呢！”

截至目前，梨河镇共搜集各类问题
354个，其中非法生产类14个，非法经营类
109 个，非法建设类 71 个，已解决 280 个，
向新郑市级平台反映申请帮助解决 3 个，
需多部门共同解决，或情况复杂正在分步

骤解决的74起。
为了能给老百姓心贴心的服务，梨河

镇每个村级网格化管理站都设置值班室，
由村级干部每天轮流值班，开通村级反映
问题“直通车”。并制作了标识牌和公开
栏，安装了电话和广播，设置了意见箱，印
制了工作手册和民情日记，建立起强大的
服务“基地”。通过向辖区群众发放公开
信和明白卡，借助广播、电话等平台，对网
格化管理进行宣传，将服务项目、办事流
程、值班人员和值班电话等向群众公开，
让群众记住：有事找网格化管理站。然
后，依托镇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对接收
到的各类信息进行梳理分类、移交办理。

前不久，梨河镇陈庄村二组、三组发
生杨树病虫害，网格长高根福及时把该信
息反映到二级网格后，由镇政府协调林业
部门对杨树病虫害进行医治，及时解决了
问题。

网格化管理站根据居民需求等实际
情况提供一体化的便民利民服务，密切了
干群关系，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
自然而然地提高了。针对老弱病残人员
在办理低保医保等方面开展上门服务，对
办事困难的人员开展代办服务，对一些特
殊人员实行预约服务，面对所有居民开展
法律援助和就业咨询等服务。

如此一来，群众感觉到了被重视、被
尊重、被理解，群众的心结解了，抱怨少
了，整个社会不合拍的声音小了，不和谐
的因素消了。梨河镇负责人说：“网格化
管理其实是基础性工作，基础打实了，以
后工作肯定还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级网格”对民情了如指掌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镇、村
两级成了网格化管理的主阵地。如何全面提高社
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在网格化管理模式实施中尝到
甜头的梨河镇给出了漂亮的答案。

新郑市构建起网格化管理强大的支撑平台
——三级网格（乡、村、组三级）、三级平台（市、乡、
村三级）、四级联动（市、乡、村、组四级）。

以各乡（镇）办为基本单位划分三级网格。乡
（镇）办为第一级网格，乡镇级单位主要领导为一级
网格第一责任人。村（社区）为第二级网格，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承担二级网格第一责任。村组、楼
院、街区、辖区公共单位等为三级网格，村干部或者
村“三委”成员担任网格长。

根据方便高效的原则，各村级网格化管理站都
绘制了网格划分示意图，网格长准确采集每家每户
的组别、网格位置、住房情况、人员流动情况、享受
低保情况、人口组成和生育情况、参加医保情况、身
体健康状况、特殊重点人员情况以及网格详细信
息，建立基础档案，使网格化管理服务更加精细化、
精准化。

梨河镇将辖区 24个行政村合理划分为 24个二
级网格、163个三级网格，将干部、职工、民警和公益
性岗位人员全部纳入乡镇统一管理，合理搭配到网
格，每组达到10至20人，有效地整合人力资源。

梨河镇高班庄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治告诉记者：
“从以前的几个村干部到现在各级干部20多人分包
一个村，办起事来确实方便、快捷、有效了很多。”

同时，新郑市按照“集中采集、动态更新、信息
共享”的原则，充分整合现有网络及民意诉求处置
平台资源，建立市、乡镇（街道、管委会）、村（社区）
三级网格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即在市级层面，与市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指挥中心相对接，建立全市网格
化管理信息指挥平台；在乡镇层面，依托便民服务
中心、综治工作中心，整合民政、劳保、计生、土地、
基层办和综合治理、信访稳定、司法调解、巡消防办
等部门职能，搭建镇级管理信息平台；在行政村层
面，依托村“三委”班子和便民服务站，整合民调员、

“六护员”、村（片）医、片警、巡防员、退休干部等协
管力量，以及村民组长、联户代表、志愿者等群众自
治力量，搭建村级网格化管理议事平台。

实际运行中，三级网格工作人员采取日走访日
巡查的方式，重点排查收集道路拆迁补偿、沿街商
户拆迁补偿等具有倾向性的信访稳定类信息，村民
待遇、村民福利发放等苗头性的社情民意类信息，
林木病虫害、家禽家畜疫情等公共类信息。对收集
的信息，能够自行处理的妥善处理，不能自行处理
的及时上报。

二级网格每天对三级网格排查情况进行汇总，
建立台账，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数据实，确保各种
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上报。另外，涉及由一级网
格处理的问题，通过镇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按类
型分解交办镇直相关职能部门限期办理。对于疑
难问题，召开由市包镇领导、市直职能部门包镇领
导以及镇相关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协调处理。如
果超出职责范围，则上报市级网格化管理信息平
台，申请帮助协调解决，并及时向下反馈处理结果，
力求做到“大事不出镇”。

网格化管理的推行，改变了“各自为政”的局
面，资源重新调配，人员统筹安排，责任区任务由网
格工作人员一把抓起，工作人员各负其责，定期走
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尽早尽快了解群众所需，化解
矛盾解决问题。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花小钱、省人力、
办大事的管理模式不仅实现了工作力量效用最大
化和管理服务精细化，更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
升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网格化“破茧而出”

面积 42 平方公里，辖 24 个行政村 163 个村民
组的梨河镇，位于新郑南部，是郑州市级高效农
业示范区。由于辖区范围广，工作压力大，农村
干部身份非公职人员，其就业、生活方式具有一
定的流动性，基层组织职能作用发挥不到位，基
层出现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在苗头时期不能得
到及时有效处置，从而造成基层矛盾多发的局
面。有些问题该管好但没能力管，想管又管不
好，致使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难以提
高，许多新的社会矛盾逐渐凸现出来，越来越不
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

如何创新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
管理模式？今年3月，梨河镇被确定为郑州市“坚持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网格化管理试
点单位后，新郑市按照“网格覆盖、条块融合、责权
明晰”的原则，着力构建“三级网格、三级平台、四级
联动”的管理工作格局，梨河镇成为新郑市网格化
管理的前沿阵地。

畅通渠道解了群众的心结 干部下沉人人都有“责任田”

网格化管理人员走访群众，及时了解群众所需，
解决群众所急。

网格化管理中心24小时受理二级网格和群众
反映的问题。

工作人员查阅一级网格管理台账。

陈庄村村医高新
年到79岁的吴秀菊老
人家中出诊。老太太
乐呵呵地说：“这年景，
俺看病都不出门。”

卫生局驻梨河镇双楼赵村群众工作队队员认
真写驻村工作心得。

群众工作队和村“三委”每周召开工作碰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