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倾力打造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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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一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近年来，常州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

机制的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性站位，倾力打造全要素、全市域、智能化、大联动的网格化社会

治理模式。今年 2月，全省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部署推进会在常州召开，常州经验得以推广。

党政主导，统筹推动力度大

常州坚持高点定位、高位谋划、四级联动、全域覆盖，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充

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发展局面，构建了网格化

社会治理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推进的工作格局。

高层高位推动。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涉及面广、业务性强，常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实行“一把手”

工程，紧抓快干、真抓实干，确保工作常态、长效、可持续开展。市委、市政府把网格化社会治理纳入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明星城等工作全局中定位和谋划，印发网格化社会治理实施意见、网格化助推乡村振

兴实施意见等，召开动员会、推进会等系列会议，将动员会一直开到村（社区）。各级成立由党政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作动员部署，市长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市、县两级

先后开展由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调研、督导、视察等活动，组建实体化运作的网格化工作专班，组织赴省

内外学习先进，开展督导调研、协调会办、培训辅导等系列活动，有章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分层分类试点。常州充分放大网格化社会治理的“点效应”，在三个层面的试点中大胆试、勇敢闯，

力争找出矛盾、解决问题，为面上改革推进做好“火力侦察”与“压力测试”，当好改革“先行军”。推

进区域试点，天宁区顺利完成省级试点任务，每个辖市（区）2 个镇（街道）先行先试、打造样板，新北

区薛家镇新晨社区试点做法得到省级层面的充分肯定。推进行业试点，在文教、金融、卫生等行业领域探

索专属网格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模式。推进项目试点，全市设置网格重点环节和细分领域试点项目 23 个，

各地也分别确定了一批试点项目，各有侧重、竞相发展。

优先优质保障。常州为网格化人才提供编制保障、优化市（区）各级中心建设行政审批流程，多措并

举为网格化社会治理“亮绿灯”。推动市、县两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事业单位全覆盖，市编办批复 5 个

辖市（区）中心建成正科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和社会化用工数量，市级中心、金坛区中心也已列入

议事日程。市财政局、发改委、信息中心、电信公司鼎力支持中心基建、网格信息化等工作，简化流程、

压缩周期、优先保障，全市各级累计投入中心基建和信息化建设经费 4000 余万元。

重点突破，科学建好“一张网”

推动基础要素在网格见底、管理力量在网格聚合、服务事项在网格回应、各类矛盾纠纷和案事件在网

格得到有效预防与化解，才能形成重心下移、支撑强劲、长治久安的发展根基。常州先后出台《关于创新

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四个重点事项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

统一网格怎么划、人员怎么配、系统怎么转、中心怎么建等重点事项，高质量建好“一张网”，全力打造

高质量社会治理的崭新名片。



优化网格设置。以镇、村两级为实施主体，因地制宜、科学划分，全市共设置网格 6257个，其中基础

网格 4962 个、专属网格 1295 个，全部上图标注和统一编码。梳理网格要素，制定制度规范，明确职责任

务、事项处置、数据流转等规则，近 40个部门 9大类 1107个事项下沉到网格。

强化人员配备。建立以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网格联络员为主体的网格服

务管理队伍，全市共配备专职网格员 3420 名、兼职网格员 9660 名。各地以新招录和转隶为主渠道狠抓专

职网格员配备工作，武进、新北区将专职网格员配备向农村网格拓展。天宁区出台兼职网格员选任管理办

法，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依据考核绩效进行奖励补助。溧阳市探索建立网格监督员队伍 119 人，由中心管

理使用，专司“网格找茬”，与网格长、专职网格员“猫鼠对抗”，推动网格化工作高质态运行。

深化信息集成。自主建设“常州市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覆盖市、区、镇、村、网格五级

用户，在符合国家和省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个性化功能创新出彩。完成村（社区）电子政务外网线路敷设、

带宽扩容工作，配备“全要素网格通”8507 台。完成公安标准地址库改造，与 19 个部门的业务系统实现

交互共享，汇聚人口信息 524 万余条、房屋信息 23 万余条。按照“四屏合一”模式推进信息化集成工程，

市、县、乡三级中心统一标准、整体联动。

实化中心建设。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与综治中心、合成维稳中心“三中心合一”模式，打造社会

治理的枢纽型、实战型平台。制定《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管理规范》，明确中心职责、内设机构、进驻人

员、业务流程、内部管理等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分解工单派遣、研判分析、督查指导、事项协调、应急

指挥等十大任务，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内部统一的规范化、高效化运行机制。

创新驱动，打造高质量社会治理新名片

常州坚持把学外地之长与创本地之新结合起来，大胆探索、鼓励创新，全力打造高质量社会治理的崭

新名片，努力为常州创建高质量管理明星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党建引领更显突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常州推动各级党组织成为网格化社会

治理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干部成为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头雁，使党的领导充分体现在基层社会

治理的最末梢。探索将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建服务点设在网格、党员纳入网格，全市 3900余名机关党员干

部配置到网格担任联络员。探索网格深层次嵌入党建新模式，钟楼区将许巧珍“7+”工作法融入网格，主

要做法被民政部评为 2018年度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探索网格党建工作实质化运行新机制，经开区推行网

格联络员会办制度，武进区推行党员议事督导法、开展“领导干部一日网格员活动”，架起了党心民心“连

心桥”。

资源要素更趋集约。网格化社会治理改革工程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

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类资源要素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常州集约利用人员队伍，整合城管、

公安等部门条线协辅人员担任专职网格员，实现“多元合一、一员多用”。集约建设信息系统，武进、新

北以网格化平台为依托，把部门条线建到基层的信息系统进行归并整合。指挥中心集约合成，溧阳、金坛、

武进、钟楼等地推行网格化与数字化城管、12345、综合执法、应急管理等“多平台合一”模式，实现中心

共建、人员共用、信息共享。集成推进改革事项，武进区探索将网格管理与窗口服务、队伍执法等改革事

项协同推进，打造富有特色的集成管理改革样板。

多元共治更具活力。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是网格化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多元共治是网格化社会治理

的重要支柱，必须整合各方力量，统筹各种资源，融合各类平台，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努力构建权责统一、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网格化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体。常州建立健全多层次协

商机制，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溧阳市“百姓议事堂”、天宁区“社区管家”“和

谐促进会”等做法被《人民日报》推介。建立健全多元化协同机制，金坛区在全省率先出台《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办法》，武进区大学新村在网格内设置“一长八员”，天宁区引

导尤辉科技服务站、瑞文心理工作室等众多社会组织参与。建立健全多渠道协作机制，运用市场化机制、

开放式架构、智能化手段搭建群防群治新平台，金坛区“群言堂”、天宁区“民情茶座”、新北区微信小

程序、溧阳市“我爱我家”手机 APP等深受群众欢迎。

智能应用更加深入。智能化、大数据是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最鲜明特点，常州把网格化社会治理与智慧

城市建设、大数据中心建设有机结合，与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深度融合，努力形成“集成效应”。智能化

采集，推广小区智能门禁系统，具有身份信息自动采集、重点人员服务管理等新功能，数据信息实时上传

至网格化平台。智能化管理，依托 GIS 地图开发实时定位、轨迹查询、热力图、智能推送等功能，让网格

员管理更加方便；将视联网指挥系统无缝嵌入网格平台，各级中心实现与网格员的实时视频通话、指挥调

度等。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小事一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逐步实现大数据条

件下基层治理工作的提档升级。

平安主业更为专注。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常州一方面严厉打击

各类刑事犯罪、整治社会治安领域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为平安常州强

基固本。通过广泛排摸涉黑涉恶、非法集资等线索，重点巡查出租屋等重点场所、特殊人群等重点人员、

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严格依法管理物流等新业态、互联网等新阵地，全市累计上报、流转平安稳定类事

件 16.3万件，厚植了平安稳定根基。把“双格融合工程”列为全市创新社会治理重点项目，推动“警格·网

格”联动共治，打造网格警务升级版。制定考核办法，开发考核模块，将有价值的网格事项、有效的基础

数据作为加分项，引导各地各部门大力破解平安稳定热点难点问题。当前，全市平台每天联动事件约 1.5

万件，累计流转事件近 200万件，其中平安稳定类事件 20万件，办结率 98%，群众受益、基层欢迎、部门

支持。

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远之策、

务实之举，是一项关系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基础工程、系统工程、民心工程。常州将进一步在组织推

动上下功夫、在党建引领上做文章、在智能应用上重集成、在多元共治上聚合力、在难题破解上出实招、

在实战运行上见成效，努力推动“一张网”提质增效、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