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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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效机制以网格为载体，基
本构架是三级网格、四级平台、五
级联动，群众工作队积极参与。

按照“合理布局、着眼发展、
界定清晰、方便管理、便于服务”
的要求，我市以乡镇（办）为单
元，科学划分了乡镇（办）、村（社
区）和组（楼院、街区）三级网
格。执法部门则通过人员下沉
实现政府部门重心下移。与此
同时，通过明晰网格内的乡镇

（办）职责、职能部门职责、网格
人员职责和下沉人员职责，夯实

“条块”融合的基础。
通过部门职能下放、职能部

门人员下沉、整合行政资源，充
实基层力量，实现政府职能在网
格内的全覆盖。每个网格“定
人、定岗、定责、定奖惩”，形成一
个网格工作团队。网格工作团
队定期巡查走访辖区，对排查发

现的问题及时整理汇总，网格人
员和下沉人员及时进行会商解
决，在最基层的网格内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对本级网格内不
能解决的，逐级上报上一级网格
或平台协调上一级职能部门解
决，直至市级平台。通过条块融
合，促进了问题发现在基层、解
决在萌芽状态，最终实现群众反
映的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 95%
以上在县（市）区以下的网格中
能够得到解决，剩余 3%～5%反
映到市里处理的问题通过市级
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督促解决。

四级平台，就是搭建市、县
（市）区、乡镇（办）、村（社区）四
级联网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
台，确保各类问题应发现尽发现、
应处置尽处置，形成化解矛盾和
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五级联动，
就是由市委常委分包县（市）区，

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和市直单
位群众工作队分包乡镇（办），乡
镇（办）党政班子成员和县（市）区
群众工作队分包村（社区），村（社
区）干部分包村组、楼院、辖区公
共单位，市直、县（市）区直行政执
法部门班子成员分别分包乡镇

（办），构建“事事有人管、人人都
有责”的工作新格局。

市卫生局在全市开展“片医
负责制”的社区医生服务，形成
了“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
复回社区”的新型就医模式，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人次逐年
增加。荥阳市豫龙镇试行问题
质询制、百分考核制、责任追究
制，促进条块融合；市工商局从

“职融”、“责融”到“心融”，实现
日常监管与三级网格的无缝对
接；市农委网格化管理确保“菜
篮子”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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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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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
作风和工作方法。
2012年4月以来，以网格为载体的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完善提升，已渗透到绿城经济社
会发展、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效机制通过管理体制的
流程优化和再造，有效化解了以
往社会管理的弊端，有力保障了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顺利推
进。从一年多的实践看，长效机
制运行情况良好，彰显出强大的
生命力。

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关键
在于我市在实践中建立了若干
行之有效的机制。

联系分包机制。按照市委
常委联系县（市）区分工，每位市
委常委定期到所联系县（市）区
调查研究，加强对长效机制的督
导。公开承诺机制。群众工作
队、各级网格长定期向基层公开
承诺，接受群众监督、评议。问

题解决机制。对上级交办和群
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试
行市、县（市）区、乡镇（办）联动
解决。重大问题专项研判机
制。对涉及全市全局性、社会热
点、矛盾突出的问题，由市社管
办启动重大问题研判机制，多形
式进行解决。民意表达机制。
基层群众通过网格人员、投诉举
报电话、市长热线、“心通桥”等
渠道反映问题。工作通报机
制。各县（市）区领导小组定期
向市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
考核奖惩机制和群众自治机
制。坚持民主提案，问情于民；
坚持民主议案，问计于民；坚持
民主表决，问需于民；坚持民主

监督，问信于民；坚持民主评议，
问绩于民。

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我市
以“深化、规范、提升”为主题，着
力常态化管理，深化条块融合，
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工作抓手，
持续推进以网格为载体坚持依
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
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三级网格、
四级平台、五级联动”工作架构，
建立健全了以党组织为核心，政
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和环境保护与群众自治有效
衔接、互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机
构，确保了各项工作在基层的有
效落实，促进了党的群众路线的
制度化。

体制优化再造 保障工作推进 ——长效机制彰显强大生命力

事事有人管 人人都有责 ——在群众身边解决问题

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治疗方式。

二七区五里堡片医正在社区和居民聊天。

新郑市薛店镇第一社区服务大厅内专门设立了网格管理接待专区。

在网格中践行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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