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淮安探索

于四伟

2017年 9月，淮安市被省委政法委确定为全省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五个试点地区之一。近两年来，淮

安市始终保持“把社会治理创新打造成改革主品牌”的战略定力，不断在“做强、做优、做大”上下功夫，

实现了从上门推广到部门主动寻求合作的大转变，为全省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提供了“淮安样本”。

以系统化思维谋发展，建设标准高起来

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模式的高度，坚持系统思维，提出打造“三个一”

工程，即织密“一张地网”、打造“一支队伍”、建成“一个平台”。

织密“一张地网”。围绕网格划分精准化、管理科学化和服务精细化，对网格设置、网格编码、人员

配备、工作职责和操作流程等作出详细规定，为全市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统一了标准。同时，按照“一张

网五统一”的要求，加强与测绘机构合作，逐镇逐村对网格进行精准界定、标注，全面审核校准网格信息。

目前，全市共划分“全要素”网格 5947个，并实现了网格 GPS地图标注、网格编码与“全要素”网格通账

号精准关联。

打造“一支队伍”。围绕队伍配备“全科化”，按照“1+1+N+N”（每个村居一名网格长、一名网格管

理员、若干网格员、若干网格信息员）的标准，全面整合原有网格力量，配齐配强基层网格员队伍。目前，

全市共配备网格员 7092 人，其中专职网格员 1883 人。

建成“一个平台”。按照“一个终端采集、一个平台联动、一个中心共享”目标，全面整合各地各部

门社会治理工作清单，将原有的综治 E 通升级为“全要素”网格通，建立信息采集事项准入制，统一规范

信息采集标准。

以多元化共治聚合力，基层基础强起来



在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过程中，突出党建引领，强化群防群治，“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困难的事情商

量办、商定的事情必须办”，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支部建到网格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根据网格划分标准优化调整党组织设置，动员党员干部参与群

防群治、矛盾排查和信访维稳等工作，实现了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双提升。扎实推进“两网融合”试点工

作，建立“网格书记+网格长+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的管理服务队伍，以网格党支部为单位，建立“说事日”、

“议事日”、“评事日”制度，依托党代表工作室，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将乡贤、无职党员纳入网格信息员队伍，引导他们为社

区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开展“点对点”的服务，累计发展公益组织 4896个。综治部门与保险公

司合作开展社会治安综合保险工程，科学设定承包范围、保险种类、保费标准和理赔程序等，建立起事前

预防和事后补偿相衔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设立志愿服务奖励基金，明确“淮安平安志愿者 APP”

积分和兑换规则，“老区红马甲”“红星治安户”等特色活动赢得群众广泛点赞。

推动部门资源整合。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执法、城乡管理、民生服务”等四项主要任务，对涉及基

层社会治理的部门职能予以整合并纳入“全要素”网格，实现了以网格串联政务、事务和服务的目标，并

形成“闭环式”工作流程。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推动信访、城管、公安、司法、民政等 38个职能部门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既为社会治理提供信息支撑，也为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大部分县

区完成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系统与 12345 政府热线、公安 110 和数字城管的物理对接，并积极探索建立深

度融合新机制。

以信息化支撑增效能，服务质量好起来

以提高网格实战效果为导向，按照“大融合、大共享、大应用”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网格化+信息

化”的融合之道，走出了一条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精准化服务的新路子。

建设综合管理平台。在全省率先以“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四频一网”建设，即依托综治信息系统，

搭建贯通市县镇村四级综治中心的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接访、视频调解系统，各级综治中心、网格

员可通过显示大屏、电脑、手机等终端实现业务视联应用。引导政府部门将本条线基层工作融入网格化服

务管理，市直 26 个部门全面完成 5项清单制定工作。目前，该平台已完成 40 多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数据

汇聚，为综合研判、快速反应提供了有力的“大数据”支撑。

打造智能指挥平台。围绕“智情预警、智感防控、智侦合成、智服惠民、智管强警”五智目标，依托

公安云平台，全面提升市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智能化水平。目前，已汇聚政府部门、水电气、银行、电

信运营商等 42个单位 104类 400多亿条数据，同时开发出专门场景应用 20多个，将“死数字”转化为“活

数据”，切实推动从信息采集、数据汇聚、线索串并等浅层次应用向全面展现、精准预测、智慧决策等深

度应用转变。

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数据池，加强互动共联，推动网格在风险防控、污染防治和

综合执法等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在人口管理方面，实时排查上报网格内流动人口和租户、涉稳等重点群

体情况，累计采集上报信息 1164.8万条。在环境保护方面，明确网格员采集上报污染源和水源地以及河道、

养殖、餐饮污染等奖励办法，采集上报各类环保信息 10419 条，帮助环保部门建立重点监管污染源和环境

问题信息库，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要贡献。在综合执法方面，法院聘请 1674名网格员为执行协理



员，提供执行线索 3015 条，协助执行案件 2117 件。

以项目化建设树品牌，治理成效显起来

始终把建实建强“全要素”网格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实现群众诉求“一口受理、一体派单、一台运行”

目标，有效夯实基础、做强队伍、建全机制，全市公众安全感实现三连增，形成具有淮安特色的社会治理

创新品牌。

强化政策经费保障。制定下发《关于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的实施方案（暂行）》，同时印

发系列配套性文件，形成“1+N”的政策法规体系。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对网格化社会治理进行专题

研究，专门安排 200 万元作为网格创建“以奖代补”资金。同时，各县区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共累计安

排专项资金 8260万元，用于人员招录、硬件配置等。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建立网格员“定格、定人、定岗”工作机制，开通群众对网格员工作效能、系统

对处置职能部门“双向评价”通道，同时采用轨迹定位和回放系统，在问题处置全程留痕的同时做到全程

公开。建立专职网格员工资动态增长机制，将工作绩效与报酬待遇挂钩。同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对网

格长、网格员回访情况定期通报，使“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

规范工作运行流程。依托“全要素”网格，统一做好源头发现、采集建档、分流交办、检查督促、结

果反馈等工作，建立“网格排查、县区交办、部门联办、镇街会办、村居协办、统一督办”等问题处置机

制，形成“问题排查、分流指派、分级处置、督查督办、办结核查”等工作闭环，提高事件处置效率。目

前，全市共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事项 756038 件，办结率达 98.22%，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进

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