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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探究 

——以宜昌市点军区牛扎坪村为例 

郭都
1
 

（宜昌市点军区点军街道办事处，湖北 宜昌 443004） 

【摘 要】：网格化管理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大胆尝试,在创新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宜昌市作为全国社会管

理创新试点城市,在全面开展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先行先试,积累了丰富经验。以宜昌市点军区牛扎坪村为例,针对其

近年来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进行深入探索,一方面分析了该村网格化管理的现状以及凸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从多个

层面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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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是指依托统一的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

原则划分成为若干个单元网格,每一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管理员对网格进行动态的、全方位的、精细化的服务和管理,从而建立

的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

这种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基层自治组织作为实现大治理格

局的最前线“操盘手”,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文将以宜昌市点军区牛扎坪村为例,通过对该村网格化管理现状、优势、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若干对策助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1 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历史沿革 

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其政权机构只设

到县级,并未延伸到农村,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农村是远离国家政权系统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大都实行乡民自治,这一

阶段称之为“县政乡治”;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 70年代末的农村社会管理,党的政权组织开始向农村延伸,1954年 9月颁布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规范了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后来施行的人民公社社会管理模式,达到了基

层行政管理、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目的,使得农民的基本生活完全处在基层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一阶段称之为“政社合

一”;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管理,1982 年宪法设立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并且在乡镇

以下的农村设立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让村民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这一阶段称之为“乡政村治”;第四阶段是 21 世纪的

农村社会管理,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治理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政府、村委会、民间组织、第三方组织等在农村社会治理

                                                        
1
作者简介：郭都(1988-),男,湖北宜昌人,学士,现就职于宜昌市点军区点军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 

基金项目：三峡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课题“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2017XZT09)”。 



 

 2 

都扮演者重要角色,不断地提升了农村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在这些实践探索中,成效最好的就是“网格化管理”。 

2 牛扎坪村网格化管理现状 

宜昌市点军区牛扎坪村地处西陵峡口,长江南岸,被称为“三峡第一关”“坝上第一村”,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自古便

是最著名的水上通商要道。该村土地面积 11.26km2,耕地面积 69.33hm2,主要经济作物为柑桔和四季小杂水果;森林面积

380.99hm2。现有 4 个村民联组,常住人口 490 户 1810 人,劳动力 1132 人。2016 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2851 万元,其中,农业收

入 530 万元,非农业收入 2321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9750 元。该村被评为省级、市级“美丽乡村”,有村两委班子 4 人,网格管

理员 1 名,村后备干部 3 名,共青团、妇联、民兵、工会等群团组织健全,治保、民调、卫计、人社、民政等管理服务分工明确,

工作开展井然有序。 

自 2011年宜昌市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以来,该村的网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1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了村级网格管理站,由村支部书记担任网格管理站站长,并设网格管理员一名,负责该村网格工作具体事宜,同时按

村小组地域对全村地域进行了网格化划分,共设有 4个单元网格,各小组组长为网格信息员,村级网格管理站在点军街道办事处网

格管理监管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二是定岗定责,该村网格管理员实行村级统一招考选配,网格信息员由村民小组长直接担任,

其工作总要求为“一本三化”,“一本”即“以人为本”,“三化”即“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全程化服务”。三是依托信

息平台开展全方位服务,网格管理员通过网格信息员及时掌握信息动态,并在宜昌市农村网格化管理平台上进行实时更新,该平

台是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数字化的重要体现,包含了村民个人、户、房屋等基础信息,为综合服务村民提供基本信息保障。 

2.2提供综合型服务 

以网格化管理、综治维稳、便民服务三大版块为支撑,建立高品质、综合化的服务体系,以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后备干

部、网格管理员为服务纽带,提供集政务、学务、服务、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路。同时,该村充

分利用村级电视平台(四务通),集成电子政务、电子学务、电子服务、电子商务,村民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气象预警、

村务信息、农业资讯、农肥说明等最新资讯,极大的拓宽了村民获取信息、享受服务的渠道。 

2.3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 

通过矛盾纠纷月排查例会、领导下访等形式,全面摸排搜集矛盾纠纷,发动乡贤能人“金牌调解员”、治调中心户、网格管

理站、综治中心的作用,第一时间发现矛盾苗头,早预警、早化解,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近年

来,该村未发生一起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及极端恶性事件。 

2.4依托数字平台打造村民“信息库” 

一是村网格管理员配备“e通”一部,可随时随地采集、更新、核查村民基本信息(人、房、户信息),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在

宜昌市农村网格化管理平台登记更新,确保信息准确性,提供服务及时性;二是建立村民信息电子档案,通过网格员入户收集例如

村民户口本、身份证、医保卡、一卡通、残疾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件信息,建立一户一档电子数据

库;三是该村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开展信访进网格、食药进网格、党建进网格等工作,让每片网格作为开展服务的前沿阵地,

让网格员作为提供服务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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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群团、社会组织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化 

按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本地村民实际需求,该村先后建立了近 20个组织体系及场所(见图 1)。各个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

展活动,在不同领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例如便民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政策咨询、手续办理等综合型服务,文体活动队组建了民间

乐队、广场舞队、文艺活动表演队等多支队伍,多次参演了区、乡两级文艺汇演,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乡贤能人、村小组长、村两

委班子等人组成,着力化解各类民事纠纷。 

 

图 1牛扎坪村自治组织结构图 

3 牛扎坪村网格化管理的亮点 

牛扎坪村运用网格化管理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探索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亮点与特色,值得借鉴和思考,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3.1实现了扁平化管理 

相较于“等级式”管理架构,网格化管理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体系,直面人民群众和上级行政组织,有效的增加了管理幅

度,减少了管理层次,从而形成了扁平状的组织形式,主要体现在高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传送,上级行政组织对基层自

治组织的政策传达,基层组织对上级组织的社情民意传递都是“直达”,削减了层层上传下达的行政层级。 

3.2实现了信息化支撑 

农村网格管理系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系统、村民信息库、e通、四务通等电子化平台大大提升了牛扎坪村网格化管理的信

息化程度,这些系统向下延伸到每家每户,向上集成到各级信息化平台,建立了一个大数据网络,通过大数据网络对服务对象、过

程和绩效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有效的改进和优化政府组织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有效加强了基层群众和政府组织的沟通联系。 

3.3打造了综合治理平台 

一方面,网格管理站作为牛扎坪村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机构,其本质是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它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对网格员进

行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将各类服务在网格管理站进行综合集成,例如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政策宣传、文艺汇演等等,同时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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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村务管理、换届选举服务等工作中来,联系食药、建设、环保以及第三方组织开展服务、发布资讯、实施监管等,实现了多

方共同对村庄进行管理,也提升了村民的自主、自治意识。另一方面,通过这种集成服务,使得服务更加高效。网格管理站作为上

级组织、村委会与村民之间交流互动的纽带,承接了大量基础性、日常性事务,使得服务更加精细化、全程化,有效的缓解了信息

沟通不畅、政令不通的压力,治理模式逐步转化为“软治理”,提升了基层群众对村委会以及上级组织的认同感。 

4 牛扎坪村网格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牛扎坪村在网格化管理探索之路上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

面。 

4.1村民对网格化管理的认同感不高 

部分村民认为网格员就是“网络员”,在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上还有盲区。据调查,该村 24.3%的外出务工人员表示从未听说

过网格化管理,32.8%的村民表示对信息采集工作心有顾虑,害怕泄露个人信息,并且对于频繁上门走访不太乐意。据观察,某天到

村委会来办事的群众有 16人,其中直接找村委的有 7人,找网格管理站的有 9人,说明网格管理站的实际运作效率并不高。 

4.2缺少专职、专业网格员 

城市社区网格员是通过全市统一招考分配,确保了专人专职专责,农村网格员的管理相对不够规范,网格管理员虽然由乡镇

进行统一选配,但由于村委会人少事多的现状,网格管理员往往会承担部分非网格管理员职责范围内事务,并不能专职做好网格

管理工作。网格信息员一般由村小组长担任,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不高,尤其在信息化时代下,使得他们在开展工作时多有掣肘。

最后,农村网格员福利待遇偏低也是农村网格员队伍不健全的主要因素,高素质人才往往都不愿在条件艰苦的基层从事网格员工

作。 

4.3村自治能力偏弱 

主要体现在上级政府“伸手”太长以及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不高两方面。网格化信息系统虽然为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

便捷,但是与该系统相关的信息、技术、财力等关键要素依然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从而导致村委会在利用该信息系统进行社会

治理时加强了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村委会本身的自治力量被弱化了,同时,通过对该村村民进行走访调查,绝大多数村民仍是传统

保守观念,对于参与村级事务、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利用信息化平台参与村民自治的意愿更是不足。 

5 优化农村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路径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运用网格化管理来有效实施社会管理是一次创新且有效的尝试,在实践过程中,牛扎坪村所折射

出来的种种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相信是很多农村网格化管理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景,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5.1治理主体多元化 

随着城乡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生产、生活、思维等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仅靠政府大包大揽治理社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同时也有悖于村民自治的理念,要打破这种“一元化”的格局,就要以村网格管理站为枢纽,联动村民、村委会、乡镇政府、村自

治委员会、网格员、第三方组织等主体,明确分工开展工作,上级政府组织要将权力逐步下放到村民自治委员会、社会组织和网

格员手中,给予其它治理主体更多自主权,将“一元化”治理现状转变成“多元化”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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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治理过程去行政化 

农村社会治理去行政化主要就是淡化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行政色彩,尽可能突破行政束缚,突出村民自治的主导地位,而网格

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社会管理去行政化的,其核心就在于治理过程的民主和法治,上级政府组织通过权力下放,充分调

动村民自治的积极性,提高村民自治的自主权,实现民主化治理,同时,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村务管理,以法治为基、德治为魂,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5.3治理手段智能化 

技术创新是网格化管理不断进步的重要支撑,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村网格化管理发展的

必然方向,信息化、智能化要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导向,构建事件上报、指挥调度、分流督办、督查考核等于一体的社会治

理综合平台,让社会治理越来越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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