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上午，交通路与保全
街交叉口。数名工人爬上沿街一
处房顶，对违规搭建物进行拆除。

在楼下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位
佩戴胸卡的人。他们是二七区建
中街办事处保全社区工作人员，但
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网格长
或网格工作人员。

其中一位网格长叫聂翠玲。
聂翠玲告诉记者，拆除此处违

规搭建物，见证了网格化管理的
“优越性”。群众举报、网格长核
实，多次沟通、劝阻无效后，三级网
格和执法部门联动，对该处违规搭
建物认定、拆除。

网格化管理是城市管理创新
举措。目的是通过力量下沉，深化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
效机制建设，解决“看得见管不了”

“管得了看不见”的城市管理中的
漏洞，营造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
环境和群众生活环境。

二七区建中街办事处网格化
管理，在探索中稳步推进。

“我们根据自身实际，有一些
自己的工作特色，比如创造了122
工作法等。”建中街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胡爱民说，“群众能多一些便
利、多一些心安，我们再辛苦，都是
值得的。”

谈及拆除的违章建筑，聂翠玲说，6 月 8 日上午，她在例行巡查时，有居民反
映，交通路“胖子炒凉粉”小吃店，在所属的楼房上盖起二层小楼。她立即赶到现
场，得知该建筑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许可，确属违章搭建。

随后，聂翠玲对店主进行了劝说，但店主并不合作。她上报到上级网格，协调
有关职能部门，对该店下达了拆除通知。

由于该店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拆除违规搭建物，6月 26日，保全社区联合
办事处市政科、区规划局、区执法局联合执法，对该处违规搭建物进行了强制拆
除。

“这就是网格化管理的‘优越性’。”问题得到了解决，聂翠玲说。
沉下去，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流程，清楚地写在《建中

街办事处网格化管理工作手册》中。
胡爱民介绍，目前，建中街街道已构建一级网格 1个，二级网格 14个，三级网

格 44个，街道机关下沉人员 36人。各级网格长都要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
题，力争将90%的问题化解在基层。

要想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是第一步。胡爱民说，人员沉下去，也要任务沉下
去。二七区建中街办事处，在郑州市城区图上并不起眼。辖区东起京广路，西至
淮南街，南起航海北街，北至康复后街。总面积 4.14平方公里，总户数 21273户。
现有铁英、庆丰、东福民、保全、永安、五彩、建华、西福民、康复、幸福、淮南、人和、
铁道陇海等13个社区，小李庄社区管委会1个。

根据办事处的规定，网格长要开展定时巡查，坚持每天早晨8点前，重点检查
违法建设、占道经营等问题，下午重点检查非法经营、非法生产、信访稳定等问题，
不定时巡查在建工地、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或突发事件。

在日报告碰头会上，办事处发出“每天奉献一小时”的号召，即班子成员和社
区书记，每天拿出工作外的一小时，在网格内转一转、看一看，确保早发现问题、早
解决问题。

真正沉下去，在基层依靠群众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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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建立在网格上 积极发动网格志愿者 每一寸土地发生的事情

二七区建中街办事处：首创122工作法

建中街办事处党政办主任吴朝轻说，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行以来，不仅方便了
居民办事，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社区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紧急事件，提
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前不久，陇海家园三级网格长金鑫在永安街7号院巡查时，因为一句话救了一
位居民的故事，被他们当做了典型。

段大妈今年50多岁，离异，在永安街7号院独居，患有肝病长期住院治疗。前
段时间，段大妈的儿子出车祸住进医院，为了照顾住院的儿子，她瞒着医生偷偷跑
回了家。

一天下午，金鑫例行日巡查时，发现穿着白褂的医生在段大妈家门外敲门，便
上前询问情况。

医生说段大妈肝病很严重，随时可能昏迷，得不到及时救治，会有生命危险。
金鑫马上拨打120，并向社区二级网格长汇报，根据随身携带的居民信息，联

系到了段大妈的儿子和前夫。
5分钟后，房门打开。段大妈已经昏迷，120急救车赶到后马上将她送进医院

及时治疗。
说起工作中类似的故事，很多网格长信手拈来。
建华社区三级网格长陈瑞红，为大学中路54号院4号楼的居民解决了洗浴中

心噪声长期扰民的问题，第二天就收到居民的感谢信。
淮河路 29号院下水井，是一楼 6家门市饭店共用，长期堵塞。网格长郭立把

居民、房管所人员、饭店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协商解决。半个小时后，下水井被疏通
完毕。

“现在有什么问题就找网格里对应的负责人，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了，这对我们
居民来说是一件实事、好事。”聂其勇说。

吴朝轻说，过去坐等事上门，现在下沉人找事。实行网格化管理服务之后，社
区工作人员主动发现问题的意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各网格负责人能够
在巡查走访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登记备案，就地解决或迅速上报，及时反馈。

巡查时多问了一句，救了一条命

新事物的出现，总要伴随着一个适应的
过程。

相比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网格长还是
个“新事物”。这是实施网格化管理以来，在
市民中逐渐被叫响的一个称呼。

说起网格长这一称呼，东福民社区书记
沈丽梅和社区主任司建秋都笑了。

原因是，有些居民分不清她们的身份了。
司建秋说，自己在这当了多年主任，居民

们都很熟悉。
实施网格化管理后，为了让居民了解网

格化管理的内涵和网格长的职责，她们专门
制作了便民卡，印上了每个网格长的手机号，
上门为居民发放，做解释工作。

初始，不少居民没有弄明白网格长和社
区工作人员的区别。在办事处督察人员暗访
时，问网格长是谁，居民说不知道；问社区主
任是谁，居民都知道。

为了尽快让居民们了解网格化管理，沈
丽梅就把每个网格工作人员的照片，贴到社

区宣传栏和每栋楼的墙上。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现在社区居民大多

知道网格长是谁，也知道大事小情都可以和
网格长说说。

居民说，以前有问题，比如路边窨井盖丢
失或者噪音扰民，都是直接打电话给职能部
门反映，现在反映问题的渠道更便捷了，可以
直接给网格长说，一些问题在社区就解决
了。即便是解决不了，网格长也会向上级网
格反映，尽快解决。

如今，居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景象：每
天，三级网格长们佩戴胸卡、携带民情日记本
进行巡查，深入摸排辖区“人、事、物、地、情、
组织”等情况。

网格的工作人员，也习惯了这样的流程：
排查登记辖区矛盾问题，能劝阻解决的立即
解决，不能解决的立即向“街道长效办网格化
信息管理中心”和二级网格长汇报，二级网格
长定期召开三级网格和区职能单位联系社区
人员工作例会。

网格长逐渐在社区叫响，逐步得到群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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