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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维协同九维协同 全域智治全域智治

●关于提升就业服务保障能力

截至6月底，已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69.9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取证）52.3万
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80.5%。

已举办2545场专场招聘会，组织9057名大学生开展就业见习，分别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50.7%、30.2%。新建2个市级零工市场、41个县级零工市场，已累计新
改建 1438个零工驿站和 344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50%、82%、7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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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夜晚，暑热稍退，二七区德化
商业步行街迎来了不少市民群众逛
街、散心、品美食。不少消费者表示，
现在二七商圈步行街秩序明显提升，
相比以前更加规范、更加干净了。

有序整洁的背后，既是对整体环
境的优化，也是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发
现、快速响应、高效解决。

“以前未设立二七塔商圈专属网
格时，流动摊贩遇到问题不知道找谁
解决，如何去解决。”德化街道办事处
城管科工作人员表示，通过专属网格

“跨域治理数字中枢”派单，现在能够
更快了解问题症结所在，进而更高效
地进行处理。

过去，在二七塔商圈内流动摊贩较
多，存在管理难题。如今，网格专班通
过统筹规划，引导经营，让昔日杂乱的
摊点蜕变成充满烟火气的“打卡点”。

“依托绘制的 4张边界图，引导跨
区的流动摊贩在合适的地方摆摊，既
规范了商贩经营，也满足了群众的出
行需求，为二七商圈注入实实在在的
市井活力。”专属网格协同治理中心

专班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柔性智慧”
作为破题关键，通过“划区+服务”的
方式，设置了 97 个流动摊贩疏导点，
占道经营类投诉同比下降 90%。

在日常治理中，协同治理中心还
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
转变。该专班负责人介绍，通过“警格+
网格”双融合及“十户联防”机制，指挥
中心大屏上只要数据一“冒泡”，“跨域
治理数字中枢”就会立即“接单”，分派
给所属部门进行解决：把公安‘蓝’融入
党建‘红’，建立专属网格立体巡防‘一
张图’，依托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实现
资源一网汇集、要素一图展示、指挥一
键处置。“自专属网格建立以来，已协调
解决1.5万件民生小事。”

以网格之“密”织就民生之“暖”。
从朱喜荣的“红袖章”到经八路街

道的“党建+市场”创新，再到德化街的
智慧中枢，郑州创新构建的“一格管全
面”网格化治理体系，通过制度重塑、技
术赋能、力量整合，走出了一条具有郑
州特色的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本报记者 董艳竹/文 马健/图

重点民生实事“进度条”持续刷新

上半年全省举办2545场专场招聘会
年初定下的民生实事进展如何？7月20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发

布《关于2025年上半年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通报》，截至6月底，全省10件重
点民生实事整体进展顺利。

●关于校园安全能力提升工程

截至6月底，已完成排查 4.2 万所学校在消防设施和安保器材方面的短
板不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0%。其中，包括 2.04 万所幼儿园、2 万所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1629 所高中教育阶段学校、156 所特殊教育学校。

已对2320所学校实施校园安全能力提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7.3%，其中
包括 539所幼儿园、153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21所高中教育阶段学校、26所
特殊教育学校。

●关于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截至6月底，已完成排查 6000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路口和 700个发生过伤亡
交通事故的重点隐患路口。其中 660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路口和 69个发生过伤
亡交通事故的重点隐患路口已完成治理。已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
宣讲活动1040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9.3%。

●关于提升农村道路和客货邮物流配送服务质效

截至 6月底，已累计新改建标准化“一点多能”物流快递服务点 770个，新
增客货邮融合线路 114条，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38.5%、57%；已累计新改
建农村公路 3048公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1%。

●关于提升农村普惠养老服务能力

截至6月底，已实现786个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78.6%。

●关于增加免费或低收费体育场馆供给

截至6月底，已实现129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开展国民体质
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13.3万人次，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52.2%。

●关于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截 至 6 月 底 ，已 新 建 公 共 充 电 桩 15100 个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75.5%。

●关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截至6月底，已完成14.5万名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在线培训，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96.6%。

●关于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
截至6月底，已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58.41万人、乳腺癌筛查60.54万人，分别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4.18%、76.88%；免费产前筛查覆盖率达到86.85%，新生儿
“两病”筛查率达到99.68%，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98.89%，分别高于年度目标任
务21.85个、4.68个、3.89个百分点。

3.12万名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5%。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进村（社区）
截至6月底，已为11302名重点群体青少年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56.5%；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团辅活动4741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7.7%，覆盖青少年18万余人次，开展线下青少年个案心理咨询19224人次，通过河南
省 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开展线上咨询 5999人次，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6.9%、60%。本报记者 袁帅

““一格管全面一格管全面””
激活末梢暖万家激活末梢暖万家

夜幕下的二七区京广路街道青秀佳苑社区，一盏盏路灯将斑驳树影投映在
红砖步道上。微网格长朱喜荣臂戴红袖章，手持强光手电，仔细检查着充电桩运
行状态。朱喜荣被居民亲切地称为“朱阿姨”，她用两年间风雨无阻的夜间巡查，
助力9200人大型社区搭建“平安网”。

这个温暖场景，正是郑州创新基层治理体系的生动缩影——通过“一格管
全面”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将城市治理的“千条线”精准穿入基层网格的“一根
针”。

小网格里见大民生，微服务中显
真功夫。

在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征
程中，郑州将网格作为实施治理、服
务群众的基础单元，将综治、公安、城
管等部门原有网格全部整合为“一张
网、一套格”，下沉治理力量，形成全
域覆盖、无缝衔接的网格体系，把老
百姓的急难愁盼在网格内有力有效
解决。

按照“规模均衡适度、任务能力匹
配”原则，在城市社区，按照 300户至
500 户的标准划分“社区网格”7763
个，以“50户至 70户、2小时内完成入
户排查、宣传动员”为标准细分“微网
格”46942个；在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基
础划分“农村网格”11357个；在交通枢
纽、学校医院、商圈市场等人员密集、
人口流动频繁的重点区域，设置“专属
网格”4707个。

“治理之道，重在得人。”全市按照
“每万人 18名”标准，充实配齐社区工
作者，推动全市2.8万名机关干部下沉
网格，选派市直、区直部门 2436名 35

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进网格历练，吸
纳新就业群体和广大老党员、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五老”人员共
同参与治理。

同时，厘清街道（乡镇）、社区（村）
和职能部门条块职责边界，建立完善
治理事项准入清单和标准化工作流
程，确保“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

金水区经八路街道的蜕变印证着
这一系列做法的实效。

处于老城区的经八路街道，拥有
54个无主管楼院，曾因物业缺失饱受

“脏乱差”困扰。街道党工委创新推出
“党建+市场”解法：成立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通过“一院一案”引入专业物业，
同步建立网格民情收集机制。

文联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
的经八路街道呈现出党群同心、网格
化治理和群众自治深度融合的局面，
通过“自我造血”实现长效运行。

这种“党组织引领、社会协同、群
众自治”的三方联动共治机制，让经八
路街道 54个楼院实现从“无人问津”
到“共治共享”的华丽转身。

机制创新 让治理效应“最大化”

二七塔商圈专属网格内二七塔商圈专属网格内，，德化步行街人流如织德化步行街人流如织

多网融合 构建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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