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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社会，是经济迅捷
发展、民众持续受惠的时期；
同时因为利益格局复杂、社会
诉求多元，也是各种矛盾的多
发期和叠加期。回应多元诉
求、化解问题矛盾，也就成为
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谈及“创新社会治理”时强
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

“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
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
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
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
益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州市
2012 年以来尝试的“结网治
市”，将“以网格为载体依靠群
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建
设”作为“三大主体”工作之一，
是结合市情市况、坚持源头治理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先行先试
的探索。致力于打造群众参与
社会治理的平台、再造了常态社
会管理的架构、细分了责任让

“管得着的看得见”——相信生
活、工作在郑州的所有人，都能

体会和觉察到网格化管理具体
到自己产生的看得见、看不见的
影响，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
表述自己对网格化的所闻所见、
所感说想。

两年来“结网治市”网格
化管理成绩的取得，和系列工
作扎扎实实的推进密不可分。
19801个小网格划分，45388名
干部真正下沉，事无巨细，具体
实际；现代化信息指挥系统作为
支撑，相关信息更是部门、人员
的考评依据，毫不含糊，狠抓到
底；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实现了
有机融合，用民众的话说是“拉

近了群众和政府的距离”，网格
必然成为“践行群众路线制度化
的载体”。一切从实际和现实从
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解决了社会
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梗塞，各种
矛盾和问题也就能最大化地解
决在基层和末梢上。

矛盾问题均在第一时间、
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社会更
和谐，城市也就更美好。尤其
重要的是，因为找到了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无缝对接群众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和自我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以网格为载体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也就
必然应成为践行群众路线、创
新 社 会 治 理 的 常 态 作 为 。
2014 年已然到来，在“三大主
体”工作收官之年，“结网治
市”，“织网”布局，更要全面升
级：下沉到网格履行职责的领
导干部、各级网格工作人员，
必须用更多更好的持续作为，
回应全体市民的殷殷期待；全
市上下齐心协力，都市区建设
必能在新的一年迎来更灿烂
的未来。

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参
与社会治理，是郑州网格的
显著特征。吴天君称之为

“网格是践行群众路线制度
化的载体”。

金水区纬四路 10 号院
是个无主管大杂院，没有物
业、没有门卫，环境脏乱差，
被盗案件时有发生。网格员
到岗后，按照公开报名自荐、
社区选拔、居民选举等程序，
选举成立了业主自治委员
会，自治委召开居民听证会，
规定了物业费、停车费等标
准，收费全部用于院内公共
设施维护和门卫工资，实行
财务公开，接受居民监督。
目前，该院环境整洁，停车有
序，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像纬四路 10 号院这样居
民自治的楼院，在郑州不计
其数。群众还自发成立了许
多市民自治组织，如花园路
街道的“老街坊互助组”10 余
名低龄退休老人主动承担起
帮扶照顾同一社区高龄老人
的义务。“安全巡逻队”“帮一
帮服务队”“楼组创建推进协
会”“老年合唱团”“爱心义
工团”等各种民间组织活跃
在大街小巷。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格管理促进了干部密切联
系群众，组织群众。”金水区
花园路办事处书记李婷说，
一个基层网格员至少要负责
管理 500 户居民。“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内容
繁杂，如果不推进居民“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仅靠工作人员，
很难管好。

金水区探索在各个楼院
组织居民海选楼院长，由楼
院长、居民代表、物管人员、
离退休党员等“七大员”实施
自治。金水区纬五路12号院
内的公共绿地被部分居民圈
占，成了堆放破花盆和杂物
的垃圾堆。今年春天，该院

“七大员”一碰头，决定清理
恢复绿地。张贴告示，清理
垃圾，小花园种上了花草。
这个小区的网格员叶柏林
说：“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来做
这件事，效果未必这么好。”

居民自治在城乡接合部
同样产生了良好效果。郑
州市惠济区老鸦陈办事处
杜庄村是一个城中村，租住
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五六千
人，无证经营的小商贩多、
秩序乱问题突出。陈琴英
是这个村三组的基层网格
员，她组织居民骨干成立巡
逻队自我管理，排查出多起
安 全 隐 患 ，查 处 两 家 黑 网
吧，多家无证照小作坊、小
饭店。她说：“联系群众、组
织群众，就是网格员的基本
工作方法。”

郑州依靠群众推进工作
落实的长效机制的探索，得
到专家和学者的好评。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
认为，郑州的探索是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的好教材，网格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社
会治理落实在最末梢上。郑
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高卫星评价，郑州的创新很
有价值，是对三中全会提出
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
益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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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年12月30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刊发题为“郑州尝试‘结网治市’”的文章，报道
了郑州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依托
“网格”，建起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社
会治理落实在最末梢上的创新做法。本报今日予以转载，敬请关注。

一张由1.9万个小网格组成的大网，正在郑州全市城乡铺开，每一寸土地、每个犄角旮旯都有管理员、责任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张网”。2012年以来，郑州市依托这张网，建起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机制。

几个月前，哈尔滨消费者王
女士在网上与郑州一家咨询公司
签订股票交易指导服务协议，交
了服务费后却无法联系上这家公
司。她向郑州市工商局投诉，但
由于只有公司名称和QQ号，她对
投诉结果没抱希望。令她惊喜的
是，一星期后就收到了退款。工
商执法人员通过“网格排查”，在
一所居民楼内找到了这家已停业
的公司。

“如果没有网格化管理，王女
士的案件不可能那么快办结。”郑
州市工商局局长岳希忠介绍，郑
州有1.9万多个基层网格，就相当
于1.9万多双发现案源、反馈问题
的“眼睛”和执法的“触角”。

2012 年以来，郑州市在不改
变部门职能设置，不增加人员的
前提下，将全市划分为三级网格，
以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为基准划为
180个大网格、以社区和行政村为
基准划为 2879 个中网格，以居民
楼院和村民组为基准划为 19801
个小网格。市直及县（市）区各职
能部门的 45388 名干部下沉到网
格履行职能。

“网格管理的初衷是解决社
会管理条块分割，职责不清的问
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
记吴天君告诉记者，社会人口结
构越来越复杂，监管盲点和难点
层出不穷，小作坊、小企业等无
证照非法生产、非法经营、违章

建设等屡禁不止，食品安全、消
防安全事故、稳定事件防不胜
防，政府管理模式不适应。比如
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规划
局等职能部门是管理执法主体，
却因人员少监管难到位；而基层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组能发现
问题却没有执法权。网格化管
理的重点在于细分责任，人员和
资源下沉，权力下放，条块联动，
让“管得着的看得见”。

以工商部门为例，网格化管理
以来，郑州2765名工商干部下沉网
格，无缝对接，部门“单兵作战”变为

“协同作战”，有效弥补了工商执法
力量的不足。2013年，工商部门查
办的各类案件线索30%来自网格。

郑州编织的这张网是解决群
众民生问题的“民心网”、考核公
务员的“责任网”、高效沟通社情
民意的“信息网”。“三网”叠加，形
成了新的社会管理架构。

高杰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
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基层
网格管理员，900 多户居民的紫
南花园小区就是她的“责任田”。
她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小区里至少
巡访三四个小时。这几天为落实
居民养狗办证情况，她早晨 7 点
就来到楼院，趁居民遛狗时进行
检查登记。随她巡访，记者看到，
与居民说笑间就把工作做了。“网
格员要管的事涉及方方面面，帮
居民办理狗只年检，帮困难家庭
申领低保，调处邻里纠纷，排查违
建、非法经营线索和消防安全隐
患，电线杆倒了、窨井盖坏了都是
分内事。能办的马上办，办不了

的要及时上报，由职能部门来
办。如果出了问题而没及时发
现，就要被追责。”高杰说。

有两万多名像高杰这样的网
格员奔波在各自的“责任田”。金
水区经八路办事处11号院是个破
产国企家属院，多年无人管，物业
费收不上来，环境脏乱差。网格员
上任后组织全院选出了居民代表
和楼院长，聘请了物业和门卫，垃
圾无人清、出租房开小饭馆油烟污
染等问题都解决了。退休职工仝
伟说：“网格员拉近了群众和政府
的距离。”

郑州的网格是一张责任网。
郑州市委副书记王璋介绍，按职
责分工，网格员的责任在于发现
问题，职能部门下派人员的责任
是解决问题。职能部门要接受系
统和网格双向评议。今年以来，
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因履职不到位

受到通报批评、记过等处分。
现代化的信息指挥系统作

支撑是郑州网格高效运转的关
键。在“郑州市社会管理公共信
息平台专门网站”指挥中心，记
者看到，三级网格上报的各类线
索和问题、各职能部门处置情况
等信息不停地在屏幕上滚动呈
现。它下联每一个基层网格员，
上联政府各职能部门，基层网格
员排查发现的问题，相关职能部
门几时几分给出处理意见或派
人现场处理，何时办结，都有完
整记录。

“这些信息是考评每个部门
和工作人员的重要依据。”郑州市
社会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介绍，今年以来，通过这个平台召
开联席会议 453 次，联合执法 518
次，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1547 件，
网格管理更加高效。

“结网治市”让群众生活更美好
□郑重

网格再造社会管理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