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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决

胜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重点就在社区和网格。淮安作为全省首批网格化治理试点市，在

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彰显网格化治理的机制优势，建强“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运行体系，以网格为防

控阵地和作战单元，精准高效地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有效筑牢社区这个疫情联防联控第一道防线。

依托网格责任化推进，凝聚疫情防控合力。防控疫情管住社区很重要，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

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省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淮安市根据网格化治理体系“规

模均衡、单元较小、便于管理”的特点，全面实行“战区+网格”管理模式，发挥联动协同优势，切实拉紧

疫期社区封闭管控的责任链，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新格局。创新网格化组织体系，明确以网格为基

础，持续深化“红网引航”行动，充分发挥“支部建在网格上”两网融合优势，建强用好网格员队伍管理

体系，推行“网格+部门”“网格+企业”“网格+志愿者”，形成公安、民政、卫健等多个部门参与，物业

公司、园区、商场等多种力量融合，50 多万平安志愿者积极投入的共战格局。各个社区依托网格员队伍，

全面构建“一格一团队”的网格防控责任体系，放大网格员熟悉网格内情况的优势，搭建以网格员为纽带、

以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为主体的网格防控小组，有效克服防控力量不足的难题，真正实现网格抗疫“事事有

人管、人人有事做”。创新网格化运行体系，加强社区与市、县（区）有关部门的联动对接，聚力政策指

导、任务派发、研判分析、舆情引导、服务保障等重点，统筹资源力量，共同做好指导、协调、推进等工

作。创新网格化指挥体系，组建市区两级工作专班，依托市、区、街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充分发挥分

类处置、汇总分析、预警指导的枢纽作用，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在网格内落地落细。

依托网格智能化防控，阻断疫情传播路径。疫情防控时期，最紧要的工作当属“地毯式”人员往来排

查。疫情发生时正处人员流动高峰时节，外来人口和返乡人员信息必须及时登记，巨量的信息采集比对单

纯靠传统人力很难奏效。淮安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利用“智慧警务”建设

成果，创新建立线上+线下核查、建库+建模排查、视频+网格巡查、关系+轨迹倒查、记账+销账检查等形式



的“五查工作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精准研判，构建起“大数据研判、地毯式排查、全流程追溯、网格化

防控”的现代化疫情防控模式。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及时升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汇聚融合各类涉疫大

数据信息资源，每日对新确诊患者衣食住行等数据开展比对，推进疫情溯源和实时监测，对疫情数据进行

可视化分析，定期发布包括确诊病例分布图和新增确诊病例详细情况的通报。坚持将网格中的“人网”与

大数据“云网”结合起来，率先在全省开发“疫情管理模块”，打通网格员手持终端和社会治理大数据平

台间的数据通道，统一扎口、规范标准、集中下发、综合利用，直接将疫情管理数据服务“点对点”发送

到基层网格及工作人员，实现精准化赋能、扁平化管理。加强疫情预警研判，区别高危、关注、健康风险

等级，标识红橙绿三种颜色，精准指引网格员开展摸排、走访、跟踪、服务等工作，构建起“研判—指令

—反馈—再研判—再落地”的核查工作闭环，在病例溯源、轨迹追踪、落地查人、封闭管理等方面发挥有

力支撑作用。疫情防控后期，创新研发“淮上通”线上平台，依托网格开展来淮返淮人员网上自主登记，

进一步实现对在淮来淮离淮人员的精细化管理。

依托网格高效化服务，减少疫情负面影响。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硬核”举措，难免给广大群众生活

带来很多不便。我们坚持一手抓“硬封控”，一手抓“软服务”，千方百计解决好影响群众生活的各种实

际问题。围绕居民服务，组织网格员全面落实“五个一”服务举措，上门见一次面、发一张爱心提示卡、

赠送一支体温计、建一份重点人档案、每天一次电话回访，并积极帮助居家隔离人员采买物品，最大限度

争取居民理解支持，确保不外出、不漏管、不失控。对发现确诊或疑似患者的一类隔离小区，积极组织下

沉干部、社区干部、志愿者开展小区生活物资配送，突出解决孕产妇等特殊患者的送医就医问题，突出解

决一些老人不会上网、难以参加团购的问题，打通联接家家户户的“最后一米”。围绕复工复产，淮安市

人社部门专门开展“网格助企”活动，以专属网格为基础，主动对接格内企业和单位，摸排复工人数、宣

传防控政策、跟踪动态情况，收集反馈企业需求，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此外，积极依托网格开展防疫宣传

工作，在线下，通过入户走访、小喇叭等“面对面”的方式，重点向居民宣传防控政策和防疫知识；在线

上，利用网格微信群等“屏对屏”的方式，及时转发疫情进展和周边信息，教育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依托网格精细化排查，维护疫期社会稳定。历史上，大灾大疫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疫情既会对经济发

展带来冲击，也会对社会治安带来影响。随着疫情防控战线的拉长，一些居民会产生焦虑、烦躁、埋怨等

不良情绪，很容易诱发矛盾纠纷和涉疫违法行为。作为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首道关口”，网格化治理

必须未雨绸缪，时刻绷紧社会稳定这根“弦”。针对居民由于长期封闭管理可能产生不良情绪，邀请心理

卫生专家通过电视和网络开展集体心理辅导，发动广大网格员密切关注关心患者家属、孤寡老人等群体，

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针对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违法犯罪和隐患纠纷，淮安市进一步健全源

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突出重点人头，组织专业人员提前介入、上门服务，努力从前端防范

案事件发生；广大网格员引导群众下载“无讼淮安”“指尖调解”“阳光信访”等应用平台，借助互联网

资源优势，让群众在“掌上”反映相关诉求，有效防止新老矛盾叠加和各类信访问题的堆积，目前全市网

格员收集上报各类治安线索 7536条，分别有效落实管控措施。针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可能引发的矛盾

纠纷，坚持以网格员为纽带，发挥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的职能优势，全面推进“三官一律”进网格，

加强与各类调解力量密切配合，做到妥处已然、快处即然、防患未然。随着复工复产步伐加快，坚持把安

全生产放在突出位置，及时关注网格内群租房、寄递物流、重点企业等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排查化解各

类苗头性隐患，坚决防止因抢赶工期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