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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访 从“站着看”到“一起干”

党建引领奏响社区治理和谐曲

升级数智谋“善治”
我市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郑州常住人口1308万、建成区1431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大，人口总量大、密
度大，流动人口持续增多，经济活动活跃，对城市高效能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郑州市顺应新时代特大城市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
规律，以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以数字赋能，将党的组织优势与数字技术优势
深度融合，让基层治理更高效，让群众生活更美好。

6月30日召开的市委第十二届八次全会提出，要推动高效能治理实现新突
破，以智能体城市建设为载体扎实推进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城市运行效率、公
共服务质量、社会治理效能、风险防化能力、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成为全国
高效能治理标杆城市。

推动高效能治理实现新突破。方向有了，市委第十二届八次全会也给出了
路线：完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全面推行“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扎实
推进“五基四化”和重点事项专项攻坚行动，深化“四网融合”，不断迭代升级“一
核统多元、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揽全局、一线通上下、一键全处理、一
融助创新、一法促善治、一制保安全”数智治理新格局，走出具有郑州特色的
超大特大城市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新路子。

社区党组织牵头让各方有了主心骨
家河家社区成立于 2021 年 10 月，

2022年 4月完成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目
前社区服务正商华庭 1号院、2号院，中
原宸院一期、二期，盛世名家 5个楼院，
总户数 7918 户，常住人口 11300 余人，
直管党员42人。

今年 4月，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发
现，随着入住业主的增多，中原宸院非
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不断凸显，成
了居民的堵心事。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该小区建设阶段没有给非机动车辆预
留固定地下充电区域，一些业主将非机
动车辆随意停放，或停到地面充电，影
响了其他居民出行，同时也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家河家社区党
组织牵头，让各方有了主心骨。家河家

社区带领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三
方企业，倾听民声民意，最终联动多方资
源，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面向社
会自筹资金，在小区新建非机动车辆地
面充电区域，提供60个充电位，同时配备
雨棚、智慧门禁，并单独开设通道。

堵心事没了，高兴事多了
依托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家河家

社区提炼并丰富“家和汇”党建品牌，采
取“家和 365+N”工作法，打造“家合相
敬、家合善育、家合助跃、家合好美、家
合有依、家合温情”六大主体服务项目，
为辖区“老、幼、青、妇、弱、新”六类人群
提供有针对性的特色精准服务。社区
搭台、三方唱戏、多方共赢，越来越多的
居民从“站着看”变为“一起干”。

社区出阵地、高校出服务，家河家

社区的公益美术、英语启蒙、非遗传
承、公益托管等一系列三方共建项目，
居民参与度高、好评度也高。依托高
校师资，该社区还挖掘了自己的舞蹈、
唱歌、早教、医护等专业领域的社区达
人，同步打造出了一批居民自发组织的
活动——开头的那一幕，已经成了家河
家社区的新常态。

“市委全会提出的‘九个一’党建引
领网格化治理体系，为社会治理带来了
全新的活力和强大的动力，它将党的组
织优势与数字优势深度融合，为我们的
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家河家社区书记杨伟说，“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这一体系，
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居民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党群活
动中心，心理咨询师正在为一位社区居
民进行心理疏导。今年 4月，天河社区
云舱守护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志愿服
务队主要致力于社区矛盾化解，成员包
括社区调解员、网格员、热心居民、“五
老”人员、律师、心理咨询师、民警、物业
人员等，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
服务队成立仅两个月，已成功化解多起
矛盾纠纷，解决了居民大量“急难愁盼”
问题，促进了社区和谐。

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而新就业群体也成为基层治理
的新力量。“暖小新帮帮团”是管城区
2024年 6月成立的一支以外卖员、快递
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为主体的
志愿服务团队。新就业群体充分发挥
他们人熟、路熟、情况熟的职业优势，积
极参与社会治理，帮助群众解决“急难
愁盼”。他们与独居老人组成“结对帮
扶”，帮助老人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参加
急救培训，化身“急救侠”，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他们积极参与“郑好拍”的

“随手拍、随时报”活动，将平时工作中
遇见的安全隐患、卫生问题等拍照上
传；他们也化身“宣传员”，积极参与防
诈骗、应急救援、消防安全等知识的宣

传普及……
大城之治，说到底就是千家万户的

事。让基层治理更高效，让群众“急难愁
盼”得到更好解决，就要凝聚多方力量，
形成多元共治工作格局。郑州市坚持多
元共治理念，强化数字赋能，充分发动多
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将基层干部、社区
工作者、志愿服务者、新就业群体等各类
组织和资源整合到网格体系中，形成协
同高效的治理共同体。将综治、公安、城
管等部门原有网格全部整合为“一张网、
一套格”，形成全覆盖、无死角网格体系，
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在网格内有力有
效解决。

同时，郑州市积极培育孵化社区社
会组织，探索打造“志愿服务积分智慧平
台”，建立积分、存储、兑换、奖励等机制，
以全民志愿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大城善治。站在新的起点，郑州市
将聚焦“两高四着力”，不断推进党建
引领网格化治理拓展延伸、迭代进化，
优化网格设置，汇聚多元力量，强化数
字赋能，打造“智慧高效、治理高效”的
智能体城市，持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
理水平。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李宇航 文/图

今年5月13日上午，数字化城管
采集员巡查至管城区航海东路与紫
辰路交叉口时，发现此处交通信号灯
处于熄灭状态，路口车辆行人无序通
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采集员立即通过网格化基层治
理系统，将该事件上报至郑州市数字
化城市运行中心。经过核实，该事件
被转派到责任单位管城区住建局进
行处置。管城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收到事件后，第一时间安排维修人员
赶赴现场处置。维修人员到现场后，
发现信号灯故障系断电所致，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排查和维修，交通信号灯
于当日 11时完成修复，路口交通秩
序恢复正常。该事件从发现到解决，
仅用不到半天时间。

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民困民忧、
突发情况、城市管理问题……一个个
事件的高效解决，正是得益于郑州市
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重点，
构筑起了一核统多元、一格管全面、
一屏观全域、一网揽全局、一线通上
下、一键全处理、一融助创新、一法促
善治、一制保安全“九个一”党建引领
网格化治理新体系。

“九个一”体系的深入实践，郑

州城市治理效能、创新发展能级以
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都显著提升。
以网格化平台为依托，郑州市“大综合
一体化”的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
功能不断增强，问题感知、即时修复、
数据决策“自进化”能力大大提升。
2023年 5月 20日智慧信访上线以来
累计接收群众自助登记信访问题10.2
万件，整体办结率达到94.4%。

全市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达 94.4%，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跻身
全国第一方阵，网上办、掌上办、刷
脸办成为常态。郑州市场主体总
量突破 213 万户。 2024 年全市数
字经济规模突破 7000 亿元，数据
交易金额突破 31 亿元，获批国家
数据流通利用试点城市，入选全国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郑好办”平台注册用户突破
2022 万，上线便民事项 3000 余项。
急事难事有人管，小事不出网格、大
事全网联动。自 2022 年 9 月“郑好
拍”上线以来，先后解决群众身边各
类“急难愁盼”事件233.9万件。“郑好
拍”拍出了群众的掌声，群众对党组
织就在身边、党的温暖就在身边更加
可感可及。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7月 4日
上午 8点刚过，一场场热火朝天的

“大戏”就在惠济区新城街道家河家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陆续开场了——

二楼的舞蹈室内，王秦虹正带
着一群舞蹈爱好者，跟随《中华幸福
结》的音乐舞动身姿；

“太厉害了，我也要试试。”稚嫩
的童声中，大学生志愿者用趣味的
科普实验揽获“哇”声一片；

自成一派的公益书画室内凉风
习习，墨香扑鼻，不仅隔绝了窗外的
灼灼烈日，也让大小居民的心跟着
静了下来……

这一场场“大戏”的主角，都是
家河家社区的居民。

多元共治纾解群众“急难愁盼”

大学生志愿者带领社区儿童做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