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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双重责任” 践行“四个率先”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都市区建设
“有事找网格长”，是近年来郑州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百姓口中的“网格”就是具有郑州特色的以网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2012年以来，我市以网格为载
体，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基层治理结构。
3年来，围绕这一机制的探索建立、创新深化和完善提升，全市上下、各级各界用心谋划、用力落实、用德履职，各级党委、政府围
绕条块融合、职责落实，加强领导、建立组织、设计流程、层层推进；基层网格人员责随职走、心随责走，从被下沉网格到主动担责
履职；广大群众从最初的不认知到自发自觉参与、积极主动发挥作用，成为推动各项问题解决和工作落实的中坚力量，实现了
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工作落实的机制创新。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李颖

担当“双重责任” 践行“四个率先”
2012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四个河

南”、推进“两项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委对郑州的“三大一中”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市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建设郑州都市区的目标任务，谋划实施了以航
空港实验区为统揽、以“三大主体”工作为主导的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调研时要求，郑州的E贸易要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国际陆港要“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省委书记郭庚茂指出，郑州要承担“双重”责任，一方面要承担自身发展的重任，这直接关系到郑州老百姓的福祉；另一方面还要担负起服务区域发展的责
任，即实施“三大一中”战略，通过自身的发展、服务功能的完善，带动全省的发展、服务全省的发展，甚至服务更大区域的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要求，郑州不仅仅是郑州人的郑州，而是全省的郑州，郑州的城市形象代表着河南的整体形象，河南在全国地位的提升首先要靠
郑州地位的提升来带动，郑州要担当起领头雁和尖兵先锋的角色，践行“四个率先”，担当省会责任。

省委、省政府对郑州寄予厚望，近期出台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郑州现代化国际商都，打造有影响力的高
端核心城市，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希望通过郑州的发展，抢占制高点，带动河南走向国际化、加快现代化。

三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团结拼搏、创新进取，开创了郑州都市区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的建设新局
面，使郑州步入了跨越发展、转型发展的快车道。

为系统梳理全市上下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探索实践和成效，进一步深化对郑州都市区建设决策部署的科学性、正确性和有效性的认识，
进一步坚定加快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准确把握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方法路径和经验做法，为今后的发展厘清方向、坚定目标、提供指导，
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中原手机报和新媒体矩阵，联合郑州电台、郑州电视台等媒体，同步推出“加速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 为

‘中原更出彩’点赞”——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大型报道，今日刊发——

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大型报道之长效机制篇

将郑州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
为单元网格，成为很多个“块”；政府职
能部门人员下沉、职能下放，成为很多
个“条”。通过“条”的职能在“块”中发
挥作用，通过“块”上的责任固化，实现

“条块融合”，让广大干部走进基层、深
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把离群众最近的事儿办好”，成
为下沉网格干部对老百姓的庄严承
诺。刘敏是中原区汝河路办事处金苑
小区社区三级网格长，刚当上网格长
那会儿，她以为就是多挂个名，“走进
群众才知道网格里有很多事儿需要我
们去做，办公室坐不住了，有空总想到
格里转转，跟群众聊聊，生怕哪里工作
没做好出了问题”。

“与百姓贴得越近，受教育机会就
越多。”管城回族区城东路办事处三级
网格长楚征毫不讳言，“以前下去，不是
执法就是检查，群众见到我们躲着走，
当网格长之后，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做
起，从群众身边的小事做起，实实在在
服务群众，现在，和群众的距离近了，走
进社区一些阿姨大老远看见就喊开了：
格格来了，格格来了。听着就亲切。”

如今，像楚征这样活跃在网格一
线的干部有4.5万余名，小网格已经成
为他们践行群众路线，在群众服务中
显身手、争作为的大舞台。

面对面听民声，实打实解难题。对
此，上街区中心路办事处盛世社区和根
山深有感触。他回忆说，起初他所在的
居民楼房产证一直办不下来。“网格化”
在郑州开展后，业主们试着把问题反映
给下沉到社区工作的房管局同志，通过
联席会，俩月房产证就办下来了。

“网格虽小，力量真大”。二七康
桥华城社区荆花提起社区的网格长，
连连竖起大拇指。谁家有矛盾了帮助
调解、谁家有困难了帮助解决，大小事
都操心。“这两年，还在我们社区组建了
十几个义务工作队、服务队，如今，不仅
公益活动多了，文化活动也火了，社区
里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帮，社区就是
我们的大家庭。”

从社区（村）到普通群众，是名符其实
的为民服务“最后 1 公里”，这段路看似很
短，却是最难“啃”的一段，其实，在教育实
践活动提出“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1 公
里”的重大命题之前，郑州市在历时3年多
的探索实践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2年2月，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推行
以网格为载体的“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
落实”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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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制架构起“三级网格、四级平台、五
级联动”的工作格局：

以各乡（镇）办为基本单元划分的一级
网格 186 个，以行政村（社区）为单元划分
的二级网格2681个，以村民组（楼栋）为单
元划分的三级网格13869个。每个网格由

乡(镇)办公职人员担任网格长，按照“定人、
定岗、定责、定奖惩”的原则，将各网格管理
责任明晰量化到具体人。目前，1.3万多个
三级网格已覆盖了郑州城乡每一寸土地，
4.5万多名公职人员下沉融入基层网格。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开发建成市、县
（市）区、乡（镇）办、村（社区）四级联网的社
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对问题按照职责范
围实行逐级发现、逐级办理、逐级报告，群
众反映问题统一汇集、统一办理、统一反
馈，确保了各类问题“应发现、尽发现，应处
置、尽处置”。

通过市、县（市）区、乡（镇）办、村（社区）、
村组（楼院、街区）上下五级联动，地方党委政
府、职能部门和群众工作队三方联动联责，
构建“事事有人管、人人都有责”的格局。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1公里”的郑州实践

细细密密的网格织起一
张“民情图”

经过 3 年的实践，长效机制建设探索
出了不少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好经
验、好做法。

干部以前“宅”在机关里，现在“忙”在
网格上。2012 年以来，全市市直、县（市）
区直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坚持每年用 1/3
的时间和精力调查研究群众工作，领导班
子每年有 1/3 的成员带队驻村（社区），机
关干部每年有 1/3 的人员参与驻村（社区）
工作，主动为群众服务，共为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200余万个。

通过信息平台实现上下联动，3 年来，
市、县两级共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2500 余
次，开展联合执法 2100 余次，解决重难点
问题 11000 余件；2013 年以来，全市 40 个
审批部门累计受理即办件业务 29.5 万件，
全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通过引导各类基层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
到整合各种资源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

众上来，以服务赢民心，解决了基层服务型党
组织“怎么建设、靠谁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

干部监督管理的科学性显著增强，解
决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和“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奖
优罚劣，3 年来，全市共对 700 余个责任单
位和4000余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3年来，
市、县两级表彰长效机制工作先进单位
700 余个次、先进个人 3300 余人次，对 800
余名表现突出干部进行了提拔重用。

网格化管理提高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各级网格积极探索、创
新实践，成立党员代表、联户代表、楼院长、
党员志愿者、社会治安志愿者等自治队伍，
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星级文明户评
选、“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法等自治措
施，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和管理，使决策和
管理变为了群众的行为自觉，实现“为了群
众”和坚持依靠群众有机结合。

让“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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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规范提升保障
中心工作落实

以网格为载体的长效机制与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
创新方向完全一致，也与省委提出的

“双基双治双安”建设和教育实践活
动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

方向明则道路清。
3 年来，在长效机制的推动下，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取得新突破，群
众生产生活得到新改善，发展环境得
到新优化，社会和谐得到新提升，干
部能力素质得到新提高，党心民心得
到新凝聚，基层基础得到新加强。

全市生产总值、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都保持了强劲
的增长态势，其中，长效机制在新型
城镇化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优化
发展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特别是在规范养犬、流浪人员的
救助、舆情信息排查等阶段性重点工
作方面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全市各级网格人员从维护群众利
益的小处想起，从关心群众冷暖的小
事做起，充分发挥长效机制对各类社
会矛盾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及时的优
势。2012 年以来，全市围绕“七大领
域”矛盾问题和城市管理提升13项重
点工作，发现各类问题信息 400 余万
件，95%以上化解在基层，基本实现“小
事不出社区、问题不出网格”。

当前，全市各级各部门主动运用
长效机制推进中心工作的意识和能
力不断提升，依托网格谋划、服务、保
障中心工作的氛围已经形成，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成型的做法，这接
到了地气、连上了民心的新机制，将
在持续深化规范提升中为郑州都市
区建设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