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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体工作三大主体工作··长效机制篇长效机制篇之之综述综述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郑州市在推行新型城镇化这个大背景下，探索“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非常有现实性、针对性，是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非常好的教材。郑州市这个长效机制，是一个亲民的机制，使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管理体现在最末梢上，与群众真正融为一体。网格就是水，网格
员就是水里面的鱼；网格就是肉，网格员就是血。郑州市通过网格员、网格建立起来这种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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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
成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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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的根
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
本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

如何将群众路线更好地体
现在社会治理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破解当前影响党群干群关
系的焦点问题，考验着决策者
的智慧和勇气。自2012年2月
以来，郑州积极探索推行以网

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风行有
声，水过留痕，花开飘香。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这一机制建设
成效不断扩大，作用日益显现，
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出
郑州特色和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郑州市推进以
网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众推
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既符
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和
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也
符合省情市情和“四个河南”

建设。它不仅有利于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更有
利于实现领导方式转变的制
度化、长期化，有利于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
深化。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自从有了网格长，俺们就觉
着心里亮堂了，谁家有个困难
啥的，找网格长说说，很快就
能得到解决。”“每个人都是一
个网格员，都可以把网格化体
现的市民精神传达出去、感召

他人，小事大家做，我们的城
市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群众
的语言最朴实，群众的感受最
真诚，群众的评价最客观，群
众的期盼最让我们有激情、有
动力、有干劲。

行动最有说服力。把语
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
言困难得多。党员干部的群
众感情、群众工作习惯、群众
工作能力，只有在同群众亲密
接触、合作共事、日积月累中
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提高。

我们要认识到，营造一个党员
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体制、
好机制和好环境，是为了更好
地付诸行动，更好地服务群
众，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仍需

努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
进以网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
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
积极探索、完善提升，把党的
群众路线化作一个个具体而
微的实际行动。

进一步完善提升长效机制
□郑重

创造社会治理体系的“郑州样本”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许聪 李颖 张乔普/文 丁友明/图

“嘀嘀……嘀嘀……”随着提示音一声声响起，建设路街道“网格化管理信息综合指挥中心”的
信息平台上跳出一条信息：“前进路50号院7号楼总电表烧坏，引起大面积停电”两三分钟后，
三级网格长菅红军就收到指挥中心发来的紧急呼叫：立即前往解决。他与纺织器材厂联系，
及时进行维修并更换，恢复了供电。
这是郑州市实施以网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众 推动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一个缩影。
这一场景的出现，源于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推进的一场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创造——
2012年2月24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在全市转变领导方式创新党务工作大会上提出
建立“坚持依靠群众 推动工作落实”长效机制，4月27日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
全市上下按照“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责、逐级问责、网格覆盖”的原则，构筑“三级网格、
四级平台、五级联动”的网格构架。
实施一年多来，全市上下边实践边探索，边创新边规范，内容不断拓展，机制逐步完善，全市
共4.5万名各级公职人员下沉网格，基层网格排查问题化解率保持在97%以上，2013年，
郑州市获评“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

时代召唤，社会治理体系的“郑州样本”应运而生

社区民警与辖区群众利用短信平台扩展服务加强防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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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3年11月12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来
的声音。郑州一年多来的生动实践，
恰恰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之举。

以网格为载体的社会治理
体系“郑州样本”，放在特定历史
大背景下和广阔的大坐标下，才
能精准读出它的内涵和主体——

从郑州自身来看，自2006年
以来，郑州市经济总量接连跃升
几个台阶：2006 年突破 2000 亿
元，2008 年突破 3000 亿元，2010
年突破 4000 亿元，2012 年突破
5000亿元，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
位居第16位，全国27个省会城市
位居第8位。省委、省政府历来对
郑州的发展寄予厚望，明确提出
郑州要“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

时至不迎，反受其殃。郑州
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
面临着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又面临着
转型发展任务重，土地、资金、环
境等瓶颈制约，影响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等困难和问题。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层党
委、政府面临的责任越来越重，执
政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还是用被动
履责的那套老办法，其结果就是陷
入“暴露问题——开会部署——突
击整顿——再出问题”的恶性循
环，因此，迫切需要运用一套新的
工作推进机制来作坚强保障。

出路在哪儿？一直以来，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
众路线都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市委书记吴天君多次强调：
坚持相信群众、为了群众，依靠
群众推动发展，是贯穿全市各项

工作的一条主线，市委、市政府
就是要谋群众需要的事，干群众
想干的事，做群众拥护的事。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在
基层调研时，多次对领导方式和
工作推进机制的创新作出谋划
部署：要强化群众观点、坚持群
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服务群众，强化各级干部的
为民意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和群众生活环境。

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市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
效机制领导小组组长王璋带领市
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来到贫困山区
五指岭，站在村口一个山坡上，王
璋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五
指岭的乡亲们把最后一床被子放
在担架上，把最后一升米一碗饭
留给子弟兵，把最后一个亲人送
到战场上，是他们无私无畏的付
出才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日子。”

而现在，一段顺口溜形象地
描述了个别党员干部患上的“脱
离群众病”：“交通工具发达了，
干部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却疏
远；通信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
众的交流沟通却困难了；干部
文化、学历提高了，做群众工作
的水平却降低了。”

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讲 的
那样，“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
成败”。

外有时代背景，内有动因需
求，在这个大时代的召唤下，市
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反复考量，
社会治理体系的“郑州样本”应
运而生：以网格为载体的“坚持
依靠群众 推进工作落实”长效
机制是社会转型期党的群众路
线在郑州的具体实践，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
的模式创新，是转变领导方式推
进工作落实的机制创新。
请继续阅读AA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