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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网格化
管理，是打破条块分割，按照每1000户
3000人的标准，结合人口状况、历史渊
源、地理位置、楼院布局、便于服务等因
素，将城市社区合理划分为若干网格单
元，把社区党务、政务、事务、警务逐项
分解到每个网格，形成集精细管理、部
门协作、多元服务为一体的社区服务管
理新体系。根据2011年年底我市城市
区常住人口总量，共把城市区划分为
900个网格。

该管理模式运行以来，共收集社情民
意信息 13261 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5166件，办实事4573件，消除各类社会
隐患226起，制止民转刑案件78起，初步
实现“把服务民生落实在网格，把困难问
题解决在网格，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

社区网格化管理专职工作力量包括
网格警员（社区民警或公安文职人员）、网
格专职社工，兼职工作力量包括网格管理
员（网格内党组织书记）、网格督导员（社
区书记）、网格人民调解员、网格协管员
（楼栋长、楼院长）、网格信息员（社情民意
调查员）、网格消防员及平安建设志愿者。

据悉，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行“定人、定
位、定责”，网格工作人员要“四知”、“四
清”、“四掌握”。“四知”，即知居民家庭基
本情况、知家庭成员就业情况、知家庭成
员政治表现、知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情况。

“四清”，即隐患矛盾情况清、重点人员底
数清、流动人口活动清、贫困群体户数
清。“四掌握”，即掌握社情动态、掌握高危
人群、掌握热点难点问题、掌握积极分子
工作情况。

我市城市区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有效破解社区管理力量分散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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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格还整合了统战、妇联等工作
队伍，形成“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
责”的工作机制，使社会服务管理重心下
移，及时收集、处理群众生活中的困难和问
题，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发现。

前不久，重庆路派出所协勤在走访居
民时了解到，因建筑垃圾造成污染，群众
非常不满，社区网格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
在各方的努力下，迅速平息了群众的不满
情绪。

社区网格民警通过开展社情调查、法

制宣传、矛盾调解、信息收集、应急处理等
工作，以精细化的服务，担当起了社区网格
内发现、受理、处置、协调、报告网格事务第
一人的角色。

据介绍，为方便小区居民沟通，有的社
区网格还建了QQ群，小区居民足不出户
就可联系社区民警及社区管理人员，咨询
相关政策、反映问题等。网格管理人员则
将居民的意见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进行收
集并分类整理，对这些意见及求助事项，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洛龙区某小区曾在一个月间发生了
18起盗窃案件，小区因此被警方定为高发
案小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后，网格工作人
员通过与辖区物业沟通，由物业公司投资
配备6辆带警灯电动巡逻车，成立兼职巡
逻队，民警定期带队巡逻，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今年1月至今，该小区实现了零发案。

“像这样的小区还有不少。”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说，实行网格化管理后，每个社
区网格工作人员都有了明确的岗位和职
责，促使他们经常深入群众、倾听居民呼
声，并对基础档案及时完善、随时更新，情
况掌握得更全面、更具体。

为方便网格工作人员对社区的管理，

我市还开发了城市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将社区内实有人口信息及重点人口、刑释解
教人员、流动暂住人员信息等全部录入网
络。网格工作人员只要登录该信息系统，即
可实现“鼠标轻轻一点、居民信息皆知”。

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的运行，使社区
管理工作变被动应对问题为主动发现问
题。工作的触角延伸到了社区的各个角
落，一些过去隐匿在社区“盲点”的非法传
销、“四黑场所”、赌博场所在社区网格中无
处遁形，社情民意和居民诉求表达更直接、
更快捷，社区服务居民的方式更到位、更贴
心，政府服务管理社区的能力也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李辉

“实行网格化管理后，工作人员的动向都在社区门
口告知，人容易找了，居民办事也方便了。”昨日，在洛龙
区定鼎门社区警务室里，前来办暂住证明的李晓蒙说，
原来办事不但人不好找，而且找到了人又往往因要解决
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负责，要跑好几趟。

去年以来，我市在城市区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新模
式，有效破解社区管理力量分散、手段落后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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