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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以网格化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乡村社区

看得见的管得了 管得了的看得见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曲昌荣

郑州的第一个网格，始“画”于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
事处。这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解剖的
一只“麻雀”。2012年初，他每周末都骑自行车到大街小
巷去转悠、听民意。

市委书记督阵，仅仅一个月时间，经八路办事处普
查出非法生产 9家、非法经营 843家、非法建设 1114处。
该办事处地处省会核心地区，各项管理还相对规范，其
他地区呢？

曾有一段时间，郑州“黑职介”“黑网吧”“黑诊所”此
起彼伏，“毒沙琪玛”“毒竹笋”“黑作坊”不断曝光。非法
建设更是屡禁不止，2011 年新发现 1068 起，立案查处
280起，2012年一季度立案 61起，转办集体土地非法建
设4281起。

“没有一座非法建筑是一天盖起的，没有一家非法
经营生产企业是一天建起的。”郑州市领导深入调研后
反思：出现这么多问题，不能一味批评办事处和社区，也
不能一味埋怨上级执法部门，这是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社区有发现问题的条件，却没有处置的权力。居民
向社区反映问题，只能由街道办逐级找有关部门协调才
能解决。经八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叶齐科坦言，他
们除了城管上有一个下派的执法中队有执法权外，其他
执法权都在区里和市里，可谓“看得见的管不了”。

上级执法部门力量不足，不能全覆盖。以金水分局
柳林工商为例，辖区内监管人员只有 10名，经营主体却
有 2万多，全部巡查一遍就需要三四个月。郑州市工商
局局长岳希忠说，“1∶2000”的后果就是，很多违法经营
行为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发现了也难以在第一时间查
处，可谓“管得了的看不见”。

打破政府管理条块分割，实现郑州每一寸土地都有
人管，有人负责。2012年 4月起，郑州开始建立依靠群
众推进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以乡（镇）办为一级网格，
以社区（村）为二级网格，以街区（村组）为三级网格。同
时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纳入网格，建立以
人、地、物、情、事、组织为核心的基础信息数据库，把每
一个网格作为社会管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形成“横到边、
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管理体系。

打破管理条块分割
试解“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难题

“以前主要在办公室坐等问题，现在他们主动下来
找问题。”网格化实施后，老百姓反映身边可见的干部多
了，作风变实了。

“作风不是空的，是通过帮群众解决具体问题来体
现的。”郑州市市长马懿认为，政府日常管理中很多干部
作风不深入，一部分是对自己职责认识不清造成的。通
过网格化推进工作后，干部知道自己该干啥，由坐等“派
活”，向主动“找活”转变。

一辆自行车，一本记录本，一部单位配发的手机。
这就是经八路办事处网格长李伟民的随身“三件宝”。
再带上一个热水壶，他每天走街入户。一次冒雨巡查，
发现任砦北街 3号院一棵榆树压在院内高压线上，临近
1500多家居民面临严重危险。李伟民紧急报告，有关部
门迅速处置，避免了一起重大险情。

对这两年的经历，李伟民深有感触。以前在办公室
各管一摊，现在到社区各守一方，工商执照得会看，违章
建筑得会认，非法经营得会查，只有“十八般武艺”都精
通，才能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解决不了
要上报，上级部门得迅速处理，否则要问责。就是在“扫
街”查找问题中，他赢得了群众信任。即使晚上11点，也
有楼栋长和群众给他打电话反映问题。“网格就是我的
责任田，耽误不起”。

“看好责任田”，成为郑州干部自我加压的一个形象
比喻。对“责任田”负有责任的，还有常“蹲办公室”的各
级领导。荥阳市质监局副局长刘国贤现在每周都有一
天要到他的“责任田”——王村镇研判会商。一次，司村
三级网格长发现一处制售油漆的窝点。刘国贤迅速赶
赴现场勘查认定，王村镇网格办立即组织质监、公安、安
监等7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行动，一天时间将100多桶成
品油漆异地扣押，处置到位。

“如果我不下沉到网格里，问题不会确认这么早；如
果没有网格各部门通力协作，问题不会解决这么快！”刘
国贤感慨不已。

如今的郑州，市委常委带头蹲点调研。每一个社区
（村）都有乡（镇）办的一名副科级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每
一个网格都有乡（镇）办的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每一个
社区（村）都有对这个辖区业务工作负责的执法部门责
任人。全市共下派工作队 2399 个 10080 人，“围着基层
转、围着群众转、围着问题转”。

推动干部作风转变
由“坐等派活”转为主动“种好责任田”

提高群众自治水平
人民群众成为网格长的“耳朵”和“眼睛”

千难万难落实难。“一阵风”“泼水式”“运动式”的工作
状态，常为百姓诟病。基层干部也有怨言：“上面千根针，下
面一个筐”，乡镇、办事处工作千头万绪，“中心工作”繁多，
很多情况下只能疲于应付。新机制建立后，“落实”不再停
留在口头上，逐步实现了常态化、制度化。

“郑州市社会管理公共信息平台”是整个系统的指挥中
枢，屏幕上滚动的是三级网格上报的各类线索和问题。相
关职能部门的处置过程都有完整记录。对于涉及全局性的

“疑难杂症”，适时启动重大问题专题研判。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新密市三级网格长张伟博在走访

排查中发现，个别企业向他所在网格的河道中倾倒建筑垃
圾。情况上报后，研判会迅即召开，参会者有二、三级网格
长，有水利、环保等职能部门的下沉人员，还有分别担任二、
三级“副网格长”的村组干部。教育、处罚有关企业之后，就
如何进一步规范，初步研究了一套村规民约性的制度，让张
伟博大大省心。

登封市农民吴俊峰没想到自己这个平头百姓也能当
“裁判”。去年夏天，因为界河认定不清，吴庄村和一河之隔
的新密市平陌镇闹起了矛盾。6月29日，吴俊峰通过村里的
网格员，将问题层层上报，一直反映到市级平台。3个多月3
个回合的多部门协商，市国土局负责认定了界河范围。10
月10日，网格员找吴俊峰征求意见，最终他裁定处理结果为

“满意”。签字时，吴俊峰还不敢相信，“这样的纠纷，拖上三
五年都有可能。网格化真的实现了咱百姓指挥干部。”

“‘下级’可以联动‘上级’，群众更能指挥干部。问题一
旦进入网格化，将不可逆，必须有人为此负责。如果到期不
解决，系统会自动给出警示，以致启动研判程序，给出最终
处罚。”郑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王璋说。

去年，金水区副区长等 10名干部因为没有及时发现和
处理问题，而受到党内警告、告诫谈话等处理，还有两名村
干部受到停职处分。源头就是柳林镇新庄村一家“黑作坊”
因加工牙签肉被当地媒体曝光。两年来，郑州已对800多名
履职不到位的干部给予批评教育、约谈、诫勉谈话等问责。

制度强化责任心，解决问题常态化。2013年，通过网格
化平台，郑州召开联席会议453起，联合执法518次，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1547件。

创新工作落实机制
变“一阵风”“泼水”式
为常态化、制度化管理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人民群众自觉成为各
级网格长的“耳朵”和“眼睛”，是郑州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的精髓所在。

“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这个大案的破获。”郑州食药
局局长李新章清晰记得，去年南流村的两名居民，按照网格
员留下的电话举报：郑州高新区一座厂房白天大门紧闭，晚
上灯火通明，还能闻到若有若无的中药味。接报后，药监执
法人员和公安部门联合出击，查封扣押大量假冒保健食品
成品，涉案金额达846万元。

有了群众的支持，网眼越织越密，逐步从“事后执法”向
“源头服务”转变。如今在上街区，不少普通工商户每天都要到
网格QQ群里“逛一逛”，交流信息，互通有无，规模最大的群有
600多人参与。而郑州很多物业人员、小区保安、保洁都另有
一个身份——网格协管员，住户有变动及时掌握，有需求快速
上报。数据显示，郑州市工商局开展网格化监管以后，当月由
群众举报查处的非法经营案件达642起，比上月增长64%。

“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请群众帮咱来干。”3月初，
见到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网格长楚征时，她正在帮居民疏
通下水管道。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付出，让她赢得了居民
的信赖。一居民反映楼院卫生长期无人打扫。楚征挨家挨
户动员，最终成功召开了历史上首次居民代表楼院会议，大
家举手表决居民轮流打扫卫生。新任楼院长郭玉梅高兴地
说：“楚征这闺女不赖，俺要好好干，为她减轻点压力！”

动员群众，创新不断。管城区在多个楼院开展了“星级
家庭星级楼院长”评选活动。荥阳市探索“交明白人”的做
法，要求每个网格长至少交一位有威望、热心公益事业的明
白人。“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帮扶”，政府管理与群众自
治有机支撑，互为衔接。

两年来，在不改变部门职能设置、不增加人员的前提下，
郑州共建立三级网格1.9万多个。4万多名干部下沉到网格履
行职能，以党组织为核心，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基层治理结构正在形成。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是群众路线制度化的一个初
步探索。”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说，目前这项
工作还存在重“条”上管理、轻“块”上配合，下沉人员的作用
发挥不够、融合不够等问题。郑州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把大
量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使得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
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真正实现“看得见的
管得了，管得了的看得见”。

（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03月20日06 版）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丁友明供图

网格志愿者帮助行动不便的居民选购蔬菜。

网格责任人将汇集的信息建立完善的管理档案。

网格志愿者社区教居民学习手指健身操。

网格志愿者深入社区，为老人送来关爱。

网格管理员入户征集居民的建议。

网格信息公开，有事就找网格负责人，真方便。

要深入调研治
理体制问题，深化拓
展网格化管理，尽可
能把资源、服务、管
理放到基层，使基层
有职有权有物，更好
为群众提供有效的
服务和管理。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