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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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一

河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正县级调研员晏友明：郑州“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是现代城市管理的有效手段，是破解基层社会管理难题的有效
途径，是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载体。网格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创新和革命，体现了精细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郑州市的长效
机制很好地顺应了这种潮流。郑州“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必要的深入实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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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制度化的郑州实践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张乔普 李颖/文 张翼飞 马健/图

虽然是寒冬季节，年轻的
杨蕾彬还是会每天挎上自己
的大包，抱着一大杯热水，在
社区大街小巷不停溜达。小
姑娘是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
教育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不
过作为一名三级网格长，她却
很少坐在办公室。“每天都在

‘扫街’，身边人都说我越来越
苗条了。”话匣子一打开,她显
得很开朗，“走在街上，大家都
会给我打招呼，大事小事都会
跟我说。”

不 过 ，刚 开 始 遛 街 那 会
儿，大家可不怎么理她。

省会的第一个网格，就始
“画”于小杨所在的经八路街道
办事处——通过“解剖麻雀”，
办事处开始探索网格化管理新
机制：整个辖区被分成 55 个网
格，每一个网格指定一名网格
长，网格范围内所有的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基层
问题，网格长都要管。

短短几个月，办事处辖区
变样了：“道路通畅了，出行方

便了，环境整洁了。”73 岁的何
大爷道出了不少辖区居民的
心声。

“网格化管理不是单项工
作，而是一个新的工作推进机
制，是政府履行职责工作机制
的一个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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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小组组长王璋说：“机制
让干部从等着派活变为主动
找活，政府职能由事后处置变
为事前预防。”

从坐在办公室里等群众
上门办事，到走出门去为群众
办事；从上级布置啥事干啥
事，到主动找事办。小小网
格，延伸的是责任，通达的是
民心。

两年来，在不改变部门职
能设置、不增加人员的前提
下，全市划分 180 个一级网格、
2879 个二级网格、19801 个三
级网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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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沉在基层:变“领事干部”为“管事格长”

在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
台上，三级网格长上报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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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长排查发现的问
题拍照上传，相关职能部门何
时给出处理意见或派人现场处
理，办理时间、何时办结，都有
完整记录。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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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 ，这 几 乎 是 不 可

能的。
以前，居民向社区反映问

题，社区没有执法权，然后向街
道反映；街道再找有关部门协调
才能解决。久而久之形成一个
怪圈：社区有发现问题的条件却
没有处置的权利，“看得见的管
不了”；执法部门力量不足，不能
全覆盖，“有权管的看不见”。

如今，“小事网格长管、大
事找人管”。网格划分不仅增
强了网格长的责任心，对职能
部门工作也是一种带动和督
促，网格长充当了他们在基层

的“眼睛”，为他们提供信息，在
短时间内督办完成。

仅 2013 年 7 月至 11 月，平
台 就 受 理 城 市 管 理 类 问 题
78912件，绝大部分都在基层得
到解决，上报到市一级的只有
1000余件。

网格化管理改变了以前社
会管理中“头重脚轻”、“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条
块深度融合，让原来的责权“两
层皮”变为现在的责权一致。
机制中的双向评价，更使得网
格长可以直接监督市直职能部

门是否作为，基层部门再也不
像以前那样，一直处于“只能干
活”的“弱势地位”。

目前，我市探索建立了市
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领导逐级
分包、督查推进和责任追究等
13项工作机制。市级领导分别
分包联系一个乡（镇）、办，蹲点
督导网格化管理，33 个市级执
法部门责任逐级分包落实，各
级通过组团式下沉强化基层力
量 4.5 万人，对许多热点、难点
问题做到了“发现在基层、解决
在基层”。

得到实惠的老百姓也开始
自觉走入网格中，网格化管理已
成为一场由发动群众到群众自
觉、自发参与的大合唱——

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新华
苑小区，原本是个无主楼院，没
有物业、没有门卫，环境脏乱差，
被盗案件时有发生。2013 年 5
月份，网格长了解到情况后，按
照公开报名自荐、社区选拔、居
民选举等程序，选聘了 1 个楼院
长、3 个楼栋长和 12 个门洞长，
规定了收费标准，实行财务公
开。现在的新华苑是新密市人
居环境最好的社区之一。

像新华苑这样的小区，在全市
数不胜数。群众的自觉自发参与
给网格化管理密植了“毛细血
管”。安全巡逻队、帮一帮服务队、
老年合唱团、爱心义工团……各种
民间组织活跃在郑州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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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青屏街
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刘银华说，
一个基层网格员至少要负责管
理几百户居民，工作内容繁杂，
只有发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才
能从根本上把工作做好。

市委书记吴天君在市委十
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明确
指出，我们建立的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以解决群众
办事难、维护群众利益为落脚
点，以强化政府职能在基层有效
落实为着力点，强化了基层基
础、提高了基层政府履职能力，
又促进了作风转变、实现了党的
群众路线制度化，体现了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和教育实
践活动的本质要求。

一个“围绕基层转、围绕群众
转、围绕问题转”，人人有责任、事
事有人管的画面正在一点点呈现。

群众路线制度化：
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

实行网格化管理后，很多老旧小
区变得整洁漂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