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推进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

禄 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

疫情蔓延”。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积极探索全要素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努力打造服务管理网格全面覆

盖、服务管理能力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工作全面夯实、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在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守住社区这个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方面，禄口街道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

用。

禄口街道把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精细到网格，构建了全域覆盖的社会治理“一张网”。依据“1433”

网格划分办法，将全街道 165平方公里区域内的 30个社区（村）划分为 145个社会治理网格，其中综合网

格 131个、专属网格 14个“。1433”网格划分办法具体而言“，1”就是把握一个总体要求，即全域覆盖、

无缝衔接，规模适度、边界清晰，因地制宜、便于服务，统一编码、动态调整“；4”就是坚持四个基本原

则，即属地原则、适度原则、方便服务原则、规范管理原则；“33”就是按照“三先三后”的方法步骤实

施，即先上后下、先总后分、先地后图。按照社会治理综合网格“一格一员”的标准，为每个网格配备了

专职网格员。整合平安志愿者骨干、物业公司负责人、乡贤等资源，组织各类社会组织进网格，形成了以

专职网格员为主体，兼职网格员、社会组织为辅助的网格工作队伍。探索构建“网格+专业力量”融合模式，

在街道党工委统一调度下，与卫健、公安、司法、民政、城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形成有效互动，

形成条线职能部门与街道社区共治的新格局。网格的科学规划和全域覆盖、网格员队伍的有力配备、专业

力量与社区事务的一体化运作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疫情大考下交出合格答卷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在今后的运行中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一、健全各条线在网格内深度融合的机制。

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最终指向，必然是一种全方位覆盖、全要素囊括的综合治理，最终实现基层各条线

各部门事务在网格内的“兼容”。在行政执法靠条线、工作内容在网格的当下，如何让原本分属不同条线

不同部门的事务能够在网格内得以协调整合，当务之急是构建条线执法力量下沉与街道社区属地化管理相

衔接的以网格为依托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唯有如此，在社会风险发生时，方能在短时间内整合各个条线

部门，将工作重心和资源配置向风险应对倾斜集中，实现科学防控和精准施策。这既是网格化社会治理体

系面对此次疫情考验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未来推动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二、发挥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的作用。

党建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抓好党建这个龙头，将党建作为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

的引领和保障，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推进党建工作与社

会治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才能从源头上保证网格化社会治理取得真正的实效。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有许多

工作可做，目前党组织和党员在网格中的存在感还不够强，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还

有待提升。今后，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以网格党建汇集各方力量，以网格党建

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各方力量在网格中的协调配合和深度融合。



三、突破数据壁垒构建共建共享共维护的信息平台。

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网格在信息整合方面仍存在较大薄弱项。目前，禄口街道基本建成了涵盖实有人

口、特殊人群、重点场所、矛盾纠纷等方面的数据库，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从实际运行来看，绝大多数已有的信息平台几乎无法在基层实现整合。这就造成很多相同的问题需

要网格员在不同的平台系统重复申报，大大增加了基层的工作量。同时，因为数据不互通，同样的问题在

不同部门、不同平台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处置流程与办理时限，给基层网格员与职能部门带来很多困惑。

因此，建立各部门分级共建共享共维护的大数据系统显得尤为重要。要以要素下沉为重点，打通信息壁垒，

凝聚治理合力。将各类政务信息、投诉举报、社会治理、安全监管等信息平台有机统一，既减少基层在信

息录入环节的重复劳动，并尽可能实现实时更新、实时传输，确保平台数据库完整可信，又能实行统一受

理、联动处置、综合评价，从而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四、进一步厘清党委、政府、社会的职能边界。

在疫情防控实践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度有所提升，党委政府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网格内的主要事务

仍由党委政府的人员来解决处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因此，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党委、政府、社会的关系。党委政府实

施的主要是政治领导而非业务领导，党委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成长，通过购买服务、优惠、补贴等方

式重点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科技类、行业商会类等各类社会组织。党委政府尊重并扶持

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实现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协同合作，推动网格治理共建共

治共享。

五、建设一支高效稳定的网格员队伍。

网格员队伍是否高效稳定是事关网格化社会治理效果的最直接、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以村

居两委干部为骨干，配以专兼职网格员从事社会治理工作，仍是各社区主要模式。兼任村居两委成员的网

格员大多承担了经济发展、民政优抚、劳动保障、计生卫生、文化体育等多项具体工作，日常工作已经占

据大量精力，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参与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内容与压力大幅增加，但个人经济待



遇却没有随之提升，因此很难长期保证工作热情。一些年纪轻、学历高的网格员基本没有基层特别是面对

群众的工作经验，职业归属感相对薄弱，在面对基层矛盾纠纷时没有威信、缺少抓手，再加上缺少激励措

施，导致网格员队伍流动性较大，稳定性不够，这已经成为制约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

需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员选拔招录、进入退出、薪酬晋升等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建立优秀网格员进入街道、

村居两委的选拔任用机制，让网格员“干事有盼头、待遇有保障、晋升有渠道”，激发其成就感荣誉感，

全身心下沉基层网格，打造一支网格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