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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解决群众关切
——郑州转变干部作风、转变领导方式系列报道（中）

从实际出发 关爱底层百姓C.

实现工作依靠群众，工作为了群众的目标，必须做到问政于
民。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听取普通百姓建议和意见，以使政府的
政策更加暖人心，合民意，有效果。

2012年，可以说是郑州的“问政于民”年。市领导主动听取百
姓意见，并积极采纳好的建议。

2011年 12月 2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 2011年第四季度市民座
谈会市领导与11名市民代表坦诚交流、共话郑州和谐发展。这11
名代表有进城务工人员、网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代表、医生、公交车长等。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众围绕农民工权
益保障、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午托机构及早市的规范管理、交通
及城中村综合治理、地铁及城市快速通道和停车场建设、增开夜班
公交等问题，畅所欲言，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孟繁聪和王继良都是当天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他们都提到，“畅

通郑州”建设对于郑州的重要性，其中，停车场建设又是确保道路畅
通的重要举措。

此后，市委、市政府在停车场建设方面的确投入了很大力
量。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停车场建设，并结合实际情况，下
达了建设指标。建中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朝轻说，根据二七区
的要求，他们办事处也加大了停车场建设力度，目前，共建成
立体停车泊位 306 个，已经超额完成二七区政府年初下达的
160 个立体停车泊位的建设目标任务；平面停车泊位 2914 个，
目前均已投入使用。

郑州市畅通办副主任陈超介绍说，今年全市停车场建设力度比
较大，截至11月份，全市停车场已完工项目312处、共建泊位5.77万
个，已提前超额完成市委、市政府年初下达的 5万个停车场建设任
务。其中，公共停车场已完工项目237处，共建泊位2.44万个；住宅
配建停车场已完工项目75处，共建泊位3.33万个。

2012年 5月 4日，市领导召集中央驻豫和省市媒体一起座谈，
广泛征求中央驻豫和省市媒体对郑州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可以
充分发挥媒体助政作用。

2012年9月6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发布《畅通
郑州白皮书（2012～2014）》（征求意见稿），征求市民意见，让广大市
民参与决策。

2012 年 9 月 28 日，市领导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新型城镇化建
设。在向与会企业家介绍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未来规划发展
的同时，也让企业家畅所欲言，为郑州的发展献计献策。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决策的依据，许多都在日后的政府决
策中得到了采纳。

更常态化地听取民意，则是郑州市各级领导每周都要进行的
“到联系点蹲点调研”，每一次蹲点调研，都有“问政于民”的收获。

郑州找到了自己“依靠群众”的路径。

王晓云是黄河路94号院的一名三级网格长，如今，居民们都称她为“格格”，这是居民对网格长的爱称，是今年郑州市开展网格化管理以
来，逐渐在基层流行的一个称呼。在这个称呼的背后，是政府强化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的确立，是从
围着领导转到围着群众转、围着基层转、围着问题转的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切为了群众”，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记者 范光华 袁帅/文 马健/图

做好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工作是各级
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入冬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进城零工人
员和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是否有保
障，一直牵挂着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心。

为此，我市专门开展了以救助露宿街
头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为主要内容的“关爱救助联合行
动”。从 12 月 5 日起，开始对这两类人群
实施无偿救助。

对进城务工人员，由辖区政府实施临
时救助；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民
政部门负责实施临时救助；对需要救治的
伤病人员，由卫生部门负责实施救治。行
动方案明确要求，救助联合行动必须坚持

“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以教育引
导劝说为主，不得有任何强制行为。

为确保救助联合行动落到实处，我市
成立由市监察局、人社局、民政局、卫生
局、公安局、城管局、城建委、交运委、慈善
总会及市内五区政府，郑东新区、高新区、
经开区、火车站管委会领导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统一协调救助联合行动，并对救助
效果进行督导检查。

管城区委书记法建强告诉记者：“更
细致的是，辖区还要对实施关注关爱的对
象逐人登记，并将受助人员姓名、籍贯、年
龄等基本信息收录造册，一对一研究救助
办法，一对一落实帮扶措施。”

12月15日深夜，市委书记吴天君带领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来到中州大
道与郑汴路、农业路、东风路立交桥下和
二七区在铭功路设立的救助站，实地调研
特殊困难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居住
情况。第二天一早，又召开专题会议，进
一步要求要强化落实对露宿街头的进城
务工人员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的救助，并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社会工
程、民生工程，是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
一个重要课题，按照长短结合的原则，尽
快完善社会救助和帮扶体系，积极探索适
合郑州实际的社会救助和帮扶长效机制，
服务每一个在郑困难群众。

除了政府部门的强力措施，民间爱心
团体和爱心人士也在行动。他们有的出
钱，有的出力，将棉被、大衣等过冬用品送
到露宿街头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浪人员
的手中。

各种渠道的共同努力，使2000多人感
受到了政府的温暖，郑州的温暖。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为了
百姓的“七个更”，郑州在加倍努力着。

市委书记吴天君 4 月 21 日在经八路办
事处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社区平台建设，力
争 90%的问题在社区这一层面得到解决。
要着眼于条块融合、联动负责，强化网格负
责人和职能部门片区负责人的职责。网格
化管理的作用发挥，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发
挥好群众自治的主体作用。

随着网格化管理的深入落实，按照“条
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责、逐级问责、网
格覆盖”的原则，全市已经完成三级网格覆
盖、四级平台运行、五级组织联动的管理工
作格局，通过网格这一平台和载体，将市、
县、乡三级条（职能部门）块（属地党委、政
府）的人、财、物、权、责下沉固化到以乡（镇）
办为单元的三级网格，以制度的形式推进各
级干部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实现重心下移、强化基层。

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的“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取得的成效，基层的人
感触最深。

经八路办事处辖区的黄河路94号院，是
省百货公司的家属院，由于公司破产，成了无
主管楼院。自从实行网格化管理以来，经过社
区的多次协调和整治，院内选出了楼院长。

孙爱菊就是 94 号院一栋楼的楼长，她
说，原来院内无人管理，道路坑洼不平，晚上
老人都不出门，怕摔跟头。垃圾遍地乱堆，很
长时间也不清理，楼道内墙皮脱落，又黑又
脏。现在院内的墙亮了，道路平了，垃圾一天
清理一次。每栋楼内都贴着网格长的联系
方式，有什么事情可以及时联系到网格长。

居民王先生说，以前有啥事找不到人也
不知道该去找谁，现在有事可以直接反映给
楼长或网格长，真是方便。环境的变化，人

性化的管理，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
以经八路办事处为试点，今年 5月份开

始，网格化管理迅速在全市进行推广。
在网格中，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下沉

到社区的职能部门，分包社区的群众工作
队。

职能部门下沉网格、融入网格，和属地
管理相融合，改变了以前“看见的管不了，管
了的看不见”的弊端，堵住了遇到问题相互
推诿的口子。

在群众自治方面，基层还充分发挥楼院
长、老党员、巡防队员等作用，经八路办事处
的环卫工人看到乱扔垃圾、车辆乱停放等现
象，都会主动提醒制止。

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区（村）构建起以
党组织为核心，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和基层
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治理结构，推进
管理方式从“被动处置问题”向“主动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转变，从“事后执法”向“源头
管理服务”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履行职责
向常态化、制度化履行职责转变，从体制机
制上保证政府各项职责在基层的有效落实。

与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一样，二七区建
中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朝轻也有体会，依托
网格化管理优势，对辖区 19条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进行全天候监管，在重点地区成立机
动巡查组，对突发性问题适时巡查、及时处
理。“一开始，可能有些人不理解，等道路宽
敞了，环境变好了，受益的是绝大多数群
众。市里的联系单位也常驻二七区予以监
督推进工作，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打通有关
部门解决问题，确实在解决问题上比以前有
了成效。辖区百姓反映不错，我们干工作也
有劲了。”

问政于民 才能真正服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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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儿童救助中心建起家庭式的救助单元，让流浪儿童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经开区网
格管理员冯康
使用手机终端
对小区停放不
规范的汽车进
行拍照后上传
到系统。

进行网格
化管理后，社
区管理工作变
得很顺畅。

民 政 部 门
筹集大量棉衣
棉被用于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进城务
工人员救助。

一位暂时没
有找到工作的进
城务工人员住进
了救助站，从此冬
夜不再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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